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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丈学指的就是诞生于杭战时期 的解放区

文学
。

当时的延安
,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所在

地
,

是中国革命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的中心
,

所以

人们就把延安作为解放区的代名 词而使用 了
。

正是在

这里
,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 主义的丈化》  ! ∀ 年

月#
,

深刻全面地论述 了新民主主 义丈化的性质
、

特点

及内容
。

 ! ∃ 年 % 月
,

在延安召开 了文艺座谈会
,

在这

个会议 上
,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丈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以 下简称《讲话》#
。

《讲话》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 义的丈艺理论纲领性的丈献
,

同时又体现

着先进丈化对丈学艺术的基本要求
。

延安革命文学就

是在这 两个丈献的科学理论的哺育下
,

诞生并发展着

的新的人民的文 艺运动
。

如上所述
&

延安不仅是先进丈化的发祥地
,

它还是

古朴
、

厚重的黄土文化 的积淀地
。

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

者 多数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 #来到这个地区
,

接

受了先进丈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
,

纷纷投

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之 中
,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

改

造着主观世界
。

他们挥动那饱蔬生活油 彩的 巨笔
,

以 中国老百性喜闻乐见的
,

具有中国风格和 中国气

瑰的艺术形式
,

展现了祈的世界
,

新的题材
,

新的主

饭和新的人物
,

开创 了我国革命文学艺术的新天

也
。

在我们进入 ∃ 世纪的今天
,

当我们在社会主

义历史新时期的文学艺术 百花园中留连忘返的时

候
,

当我们在深思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
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内洒和基本特质的 时候
,

特

∋&( 是当我们学习实践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时候
,

我们非常欣喜地感觉到
,

延安革命文学的成功经验

)甚至 包括它的教训 #
&

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

畏与繁荣
,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都有着不容忽视的
、

独特的借鉴意义
。

那么
,

它的经脸是些什 么呢 ∗

首先就是创新
。

创新
,

时于一个国家来说
,

是它不

断发展
,

在 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的重要决定 因

素
。

对于文学艺术来说
,

创新是灵魂
,

是生命线
,

是最可

宝贵的基本品质
。

正像列宁曾指 出的
+ “

无可争论
,

文学

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
、

划一
、

少数服从多数
。

无 可

争论
,

在这个事业中
,

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

人爱好的广阔天地
,

有思想和幻想
、

形式和内容的广 阔

天地
。 ”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延安的丈艺工作者

们
,

正是以 弧烈的积极的开拓进取精神
,

以敢于开风气

之先
,

敢于标新立异的丈学新观念
,

走向了文学创作的

创新之路
,

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
。

众所周知的女作家丁玲
,

是在经受了时代风雨的

磨砺之后
,

毅然决然地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的
。

新的环

境
,

新的生活
,

新的人物⋯⋯对于她是陌生的
。

然而 当

她逐渐适应 了这个新的环境之后
,

当她逐渐了解了这

里的人民群众及其干部之后
,

她的思想
、

文学观也在发

生着重大的变化
,

她情不 自禁地拿起那支
“

纤笔
” ,

写下

了与《梦坷》
、

《莎菲女士的 日记》通然有别的
,

反映新时

代
、

新人物 的报告文学和小说
,

一 时之间
,

在延安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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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到之也 定
,

泛

口党秀臣

上掀起 了狂涛 巨澜
,

打响 了延安革命文学创新的第一

炮−

被誉为
“

人之子的觉醒
”
的短篇小说 《夜》

,

就是一

例
。

与其说这篇 小说塑造 了一 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

福 的优秀基层 干部何华 明的形 象
,

倒不如说它是通过

何华明在新的文明世界中的迷惘 与仿往
,

思索与追求
,

揭示着人物精神世界出现的空虚
、

寂寞和危机
+
又老又

丑又没文化的妻子
,

年青漂亮有活力有文化的妇联主

任侯桂英 . 该爱的爱不起来
,

不该爱的又强烈地吸引着

他
。

这是新 旧文化的冲撞
。

何华明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撞

击之中
,

感受到难耐的寂窦与空虚
。

怎么 办∗ 作品结尾

用象征性的笔法指 出
,

何华明还是认同了新文化 这不

是说他就要与老婆离婚 #
,

从而揭示 出革命干部积极追

求
,

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

在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
,

作者把笔触深入到贞贞

的心灵世界之中
,

揭示 了她对世俗偏见的反叛
,

赞扬了

贞贞自己掌握 自己 的命运
,

自己 解放 自己 的独 立卓行

的思想品格
,

开拓并深化了妇女解放的主题
。

而那部给

她带来盛誉和灾难的 《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
,

不是更能

说明文艺的创新是多么的重要
,

又 多么的需要以极大

的艺术胆识和 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努力作为前提
。

孙犁的 《符花淀》被誉为解放区短篇小说的代表

作
,

原因也在于此
。

它从一个独特的艺术角度
,

把普通

的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无私奉献精神
,

揭 示得那样

深刻 而 自然
,

那样真实而朴素
,

那样的富有诗意
,

令人

叫绝
。

假如作者仍 囿于一般惯用的表现革命战争题材

的模式之中
,

仍然是着力 于正面表现战斗之激烈
,

子弟

兵之英勇
、

顽强
,

那么 它不可能达到现在取得的艺术效

果
。

而 当他检取了大波大澜中的一个微澜
,

一个浪花
,

并加 以精雕细刻之后
,

以水 生嫂为代表的解放区妇女

们的博大胸襟及其美丽 的心灵世界
,

对革命战争正义

性质的深刻理解以及英勇不屈
,

大义凛然
,

机警应变的

品格才能得以最明晰的展现
。

小说不仅显示 出作家的

艺术个性和风格
,

而且成为
“

荷花淀派
”

的源头
。

其次是
“

拿来
” 。

敢于创新
,

就敢于
“

拿来
” 。 “

拿来
”

就是借鉴
,

就是从 中外古今的文化遗产和文艺作品之

中
,

借鉴其优秀的精华的东西
。

正如毛泽东指 出的
+ “

有

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 同的
,

这里有丈野之分
,

粗细之分
,

高低之分
,

快慢之分
。 ”

《讲话》#也像鲁迅在

《拿来主义》中说的
+ “

首先要这人沉着
,

勇猛
,

有辫别
,

不 自私
。

没有拿来的人
,

不能成为新人
,

没有拿来的
,

文

艺不能成为新文 艺
。 ”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不仅深明此

理
,

而且将其 自觉的付诸文艺创作的实践中
,

使得革命

文学不断地由一个高度向另一个新的高度攀登
。

 , / 年来到延安的年青人李季 当时他不是文学

家 #
,

首先接受 了革命理论的熏陶
,

接着即投身革命战

争和革命工作的实践
。

因为调查一起离婚案件
,

接触了

陕湘民歌信天游
。

他被这黄土文化酿造 出的
、

富有地方

特色和丰富表现力的信天游所感动
,

所陶醉
,

于是利用

可以 利用的 时间
,

搜集
、

整理 出 , ∀∀∀ 首左右的信天

游
。

当他在创作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时
,

就毫不扰

像地把它
“

拿来
”

了
。

这首长诗于  ! 0 年  月 ∃∃
、

∃ ,
、

∃!

日在 《解放 日报》发表之时及其之后
,

可以说是好评如

潮
。

因为它不只运用了信天游这一体式
,

而且
“

给我们

提供了新诗写作的严肃课题
,

说得更广泛一点
,

它给我

们提供了人民丈艺创作实践的方向
”

陆定一
+

《读 了一

首诗》
,

《解放 日报》一 ! 0 年  月 ∃ / 日 #
。

延安香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
,

贺敬之
、

丁毅执笔 的

新歌剧 《白毛女》
,

更能体现出解放区作家的艺术胆识

和魄力
,

从而使它成为中国新歌剧的报春花
,

并引发出

《赤叶河》
、

《王秀究》和《刘胡兰》等歌剧相继问世
,

在中

国歌剧发展史上树起一个里程碑
。

《白毛女》的成功
,

证明 了前面引用的香迅
、

毛泽东

尤丈 月免犯 尸 ,%



论断 的科掌性
。

正如该剧的执笔者丁毅说的那样
+

& ‘

从

袂歌剧发展到新歌剧 可以《白毛女》一剧的产生作为标

志
。

在内容上
,

它更深刻更广阔地反映 了当时人民的生

活斗争
,

更细致地刘画 了人物
,

描写了人民对旧社会旧

制度的激愤和仇恨
,

对新社会的热爱
。

在形式上
,

它不

但继承 了民族戏剧的传统
,

也吸取了话剧和西洋歌剧

的艺术经脸
,

使它有了更丰富的表现能力
。

特别是在音

乐上有很大的发展
,

它 已不再是用 旧有的曲调配词
,

而

是以 民族戏曲和 民歌的 曲调作为素材
,

以 民族音乐语

言为基袖
,

经过创作
,

构成它的音乐
,

因而能够更具体
,

更细致地刻 画人物情感 . 它运用 了西洋歌剧主题发展

的方法
,

因而能校完整地塑造了人物的音乐形象 . 它采

用了重唱合唱等音乐体裁
,

因而能表现群众力蚤 . 它采

用了更 多的乐器
,

发展 了描写音乐
,

因而给戏剧以 更大

的感人力
。

正因为如此
,

这种从秧歌剧发展起来的新

歌剧才能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

同时它所表现的新的生

活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才能取得协调 一致
。 ”

《新歌剧

发展的道路》#
。

这段话
,

不仅道出了《白毛女》借鉴了些

什 么
,

而且强调 指出借鉴决不是照抄照搬
,

不是简单的

幕仿
,

借鉴是一种革新
,

是一种创造
,

是一种发展
。

坚持

古为今用
,

洋为中用
,

才能推陈出新
,

才能达到化腐朽

为神奇的 艺术境界
。

延安革命丈学的经脸当然不是只有这两条
,

但它

是最重要的两条
。

这 两条经脸沿着创街—借鉴
—

创新的执迹
,

相辅相成
,

相得益澎的发展
,

既构成了延

安革命文学的显著特征
,

又切合了新民主主义文化
,

亦

, 0 尤宝月反几七∃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 民大

的反帝反封建的丈化的

神实质
,

为新民主主 义

化建设作出了 不 可磨灭

贡献
。

继 承 和发 扬 这 些 经
,

对于新 时期文化建设

着不 容低 估的现 实意

。

在这里
,

一要彻底放 下

明 古 国之 类 的 文 化 包

. 一要记取落后就要筷

的惨痛教训
,

真正认识

刘理解
“

发展才是硬道
(, ,

牢固树立创新意识
,

断提高创新的 自觉性
、

如性
,

以 创新求生存
,

以

析求发展
,

从而立 于不

之地
。

创新是艰难的
,

是

有风险的
,

创新也可能 出现失误或 失败
。

但是
,

不创新

是绝对 不行的
。

延安革命文学的经脸告诉我们
,

艺术上

的创新在开始之时
,

也出现过不为人们理解
,

不被人们

接受
,

甚至遗到粗暴地批评和无情地打击 . 但历史证明

它是正确的
。

有出息的
、

有气魄的文学家就要坚持创

新
,

与时俱进
。

这不仅是被中外丈学史
,

也是丈化史
、

科

技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

延安革命丈学的经脸还向我们指 出
,

借鉴是在学

习前人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袖上
,

扬弃旧义
,

探求

新知
,

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

艺术创新
。

当前
,

在改革开放

搞 活的文化背景下
,

各种文化思潮
、

文学思潮涌入了中

国
。

正是在这时
,

鱿必须学会鉴别
,

分清哪些是对建设

中国文化有用的
,

哪些是落后 的
,

哪些是肩朽的
,

或吸

收
,

或扬弃
,

或批利
,

以推动祈时期的文化建设
。

当前
,

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

即一方面是正面教育
,

积极引

导
,

主要通过学习党和 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文件
,

达到提

高人们的丈化素质
,

增强思想道德品质的 目的
。

一方面

是对那些消极的
、

错误的丈化思想
、

不丈明行为
,

及时

予以揭露与批评
,

从而唤起人们的誉觉
,

引起疗救的注

意
。

这样
,

我们就是真正继承和发扬 了延安革命丈学继

承传统 文化时那样一种科学
、

严谨的
、

实事求是的态

度
,

那么一股子 勇于推陈 出新的劲头
,

从而在新世纪的

文化建设中
,

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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