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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扬等人，

决定全国文协理事会与解放区文协召开联席会

议，筹备新的全国文协大会。此后，中共中央与周

扬多次沟通筹委会的名单、具体的工作计划以及

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等问题。3月22日，在

北平的全国文协总会理监事郭沫若、马叙伦、柳亚

子、田汉、茅盾、郑振铎、曹禺、叶圣陶、周建人、洪

深、许广平、葛一虹、张西曼、戈宝权等19人开会

议决，“原在上海之文协总会，即日起移至北平办

公，并会同华北文协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以便产生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

（《重建全国文艺组织 将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

会 推选郭沫若等为筹备委员》，《人民日报》1949

年3月25日。）这也意味着旧文协和即将产生的新

文协的交替。

茅盾在《文艺报》的“发刊词”上号召文艺工作

者对即将成立的文艺组织展开讨论：“对于将来的

新的全国性的文艺作家协会，它的任务组织，工作

方式，会员成分等等，文艺工作的朋友们一定十分

关心，而且有很多意见；我们希望朋友们把意见写

出来，交给本刊发表。因为筹委会工作之一是起草

章程及其他重要文件，当然这些规章要在大会上讨

论而后通达，但筹委会同人极愿于事前多听各方面

的意见，在思想上先有一准备。”（《文艺报》1949年

第1期）同时，茅盾还发表《一些零碎的感想》一文，

对新的文学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性质问题谈了“个人

的感想”：新组织究竟应该是“同业公会呢，还是文

艺运动的指挥部”，“大概有不少朋友认为这是不

成问题的。最积极的朋友大概要主张新的文协必

须是文艺运动的指挥部。这当然有它充分的理

由，大家都想得到，这里不必絮说了”；“但是恐怕

也还有不少朋友觉得新的文协还是不应当完全抹

煞它的同业公会（或职工会）的性质，或至少它应具

有同业公会与文艺运动指挥部两重的性能，这看来

好像是折中的主张，两面顾到，颇易为大家所接

受。如果这样，我倒以为应该先让我们把这问题仔

细研究研究，先作思想上的准备”。（茅盾：《一些零

碎的感想》，《文艺报》1949年第1期）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此次会议最

重要的成果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了当代文学

所要遵循的‘路线’，规定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以

及题材、主题，甚至具体的艺术方法。另外一个成

果就是成立了‘专管文艺’的全国性机构。”（洪子

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94

页。）这个全国性的机构就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

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里，

曾专门提到了文学组织的问题：“这次文代大会代

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

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

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又有各种产

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

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

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

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

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

门的组织成立。”（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第32页）

在7月14日的会议上，大会秘书长沙可夫报

告了全国文联章程草案草拟经过，会议讨论了中华

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草案）及选举文联全

国委员会条例（草案），“经全体代表热烈慎重商讨

与修正后，当即表决通过”。（《文代大会第十一日

通过全国文联章程草案》，《人民日报》1949年7月

15日）7月17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

首先通过包括152人的候选人名单，由主席团根据

签名人数发票，当场收票531张。大会选出周文、

冯至、陈白尘、钟敬文、王地子等5人主持开票事

宜。（《文代大会第十三日 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 诗

歌工作者筹组联谊会》，《人民日报》1949年7月18

日）7月19日上午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同时中华全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闭幕式首先宣布

文联全国委员会当选委员名单。郭沫若做结束报

告后，由周文宣读全部当选委员票数，郭沫若、丁

玲、茅盾、周扬等87人当选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第四次扩大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提补

老舍、邵荃麟、孙伏园、艾芜、沙汀5人为全国委员

会委员，另留3名待台湾等地解放后再补。《全国文

联举行扩大常委会议 通过今年工作任务报告

提补老舍等5人为委员》，《人民日报》1950年2月

13日），彦涵等26人当选候补委员。（《文代大会胜

利闭幕 全国文联宣告成立 选出郭沫若等87人为

全国委员 一致决议大力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

《人民日报》1949年7月20日）

7月23日全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

议，出席委员64人，会议首先选举郭沫若、茅盾、周

扬、丁玲、郑振铎、萧三、沙可夫、夏衍、田汉、柯仲

平、赵树理、欧阳予倩、马思聪、张致祥、袁牧之、徐

悲鸿、阳翰笙、李伯钊、刘芝明、洪深、曹禺等21人

为常务委员并推选出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任

副主席，大会又通过了全国文联各部负责人名单，

秘书长：沙可夫、黄药眠、周巍峙，联络部：萧三、冯

乃超、叶浅予，编辑部：丁玲、曹禺、何其芳，福利部：

郑振铎、阳翰笙、江丰，指导部：柯仲平、阿英、张致

祥。大会听取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

戏曲改革、曲艺改革等8个协会的筹备及成立经过

报告后，就各协各组织及相互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

见，最后通过各协会为全国文联会员。（《文联全国

委员会首次会议选出常委 郭沫若茅盾周扬任正副

主席 通过八个协会为文联会员》，《人民日报》

1949年7月24日）

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

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实到代表208人，主席

丁玲，先通过主席团名单及大会议程。茅盾在致辞

中说：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

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代会确

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并

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普及到新

解放区与待解放区去。我们要求产生更多的表现

新时代、新人民英雄的作品，也要求加紧文艺组织

工作。文代大会已经胜利闭幕，现在各人将按他的

业务组编起来，准备开上前线。然后在全国文联领

导之下，配合各兄弟部队，在毛泽东旗帜下，迈步前

进。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在讲话中号召文学工作

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他说文代大会仅仅是团结的开

始，必须把大会的团结精神普遍到全国各个地区

去，带到文学部门的各个方面去。

7月24日成立大会继续举行，首先由冯至报告

23日选举结果，选出委员丁玲、曹靖华、冯雪峰、周

扬、夏衍、叶圣陶等69人，候补委员骆宾基、闻家

驷、黑丁、柳青、何家槐等16人（留有待解放区委员

名额6人）。沈起予、俞平伯、陈望道、王统照、吴组

湘、杨振声、靳以、李霁野、胡风、邵力子等人讲话，

郑振铎致闭幕词，他说：文代大会和文协成立大会

的召开，使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聚会

一堂，互相交换工作经验，这是很大的收获。中国

的文学工作者的倾向大部分是好的，但没有明确的

方针和工作，今后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有

明确的文艺方针了。会议决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

致敬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
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之

后，为了把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具体执行文代大

会所规定的方针和任务，我们二百多个来自各地的

文学工作者，又在人民的京城北平来举行全国文学

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我们文学工作者衷心感

谢你们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和解放的伟大领导，感

谢你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关心和指

示。今后我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努力，为建设新民

主主义的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而奋斗！

全国文协由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

席，分研究、创作、编辑出版、组织四部与一个文学

顾问委员会。组织部负责人为冯乃超、周文，创作

部负责人为赵树理、田间，研究部负责人为郑振铎、

立波，编辑部负责人为艾青、靳

以，顾问委员会主任为茅盾、丁

玲、柯仲平。

8月19日，华北人民政府致

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准予

备案”：“八月十一日呈及名单均

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业

已正式成立，经本府审查合格，

准予备案。所请经费补助，希即

造一详细预算，说明今后事业费、

经常费至开支数目，报本府审核，

再行确定。”（《华北政报》1949年

第11期）

文联此后经过了几次组织上

的改革，如1950年成立了中国民

间文艺研究会等等。此后文联最

大的一次变革是其会员单位全国

文协的改制。1952年8月6日中

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召开了第五次扩大常委会，

目的是要“整理组织，改进工作，使文协真正成为名

副其实的领导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想的战斗的组织，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会议通过了“关于整理组织改

进工作的方案”，明确规定了文协必须经常进行下

列业务活动：一、组织作家参加实际斗争、进行创

作，推动作家拟定创作计划，督促、检查计划的实

现；二、研究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上所存在的问题，

进行文学批评活动；三、组织作家的政治和艺术的

学习；四、组织作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加强作家与

群众的联系。会议决定在三个月内要全部完成审

查会员的工作；建立诗歌小组、小说小组及电影、戏

剧文学小组；筹备成立儿童文学委员会；着手组织

第二批作家到实际斗争中去等。方案中规定：首先

从调查会员情况着手整理文协组织，根据文协章程

所规定的会员条件，将全部会员名单加以审查，重

新举行登记。整理后的会员名单将在报刊上公

布。会员必须遵守文协章程，参加一定的文学活动

及承担一定的义务。方案中还具体规定了文协常

务委员会的工作：应经常讨论文协的工作方针和计

划，及有关文学运动和创作上的思想领导问题；应

定期讨论全国文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编辑方

针和计划，关心文学作品的出版，及帮助中央文学

研究所的工作等。方案中并规定成立“文协机关工

作委员会”，执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和进行日常工

作。（《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文艺报》

1952年第17期）

1953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

通过了“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

工作方案”，会议决定在全国文协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

创作活动的机构。创作委员会将在北京的作家按

志愿编为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电影文学、儿童文

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分别帮助作家订立和实现

其创作计划，进行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经常讨

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艺术的学习。创

作组吸收非会员的有写作才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

参加，对他们进行培养。会议上选出丁玲、老舍、冯

雪峰、曹禺、张天翼、邵荃麟、沙汀、陈荒煤、袁水拍、

陈白尘、严文井等11人为创作委员会委员，邵荃麟

为主任，沙汀为副主任。

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刊物委员

会，负责研究全国文协各机关刊物的方针、计划，并

检查其执行情况。全国文协以《人民文学》作为发

表创作的刊物。会议决定：商请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将《文艺报》划归全国文协领导，作为文学

艺术的理论批评刊物；全国文协接办《新观察》，作

为文艺性的政论和小品散文刊物；筹备出版《译

文》，作为介绍世界进步文学的刊物；全国文协并应

加强对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的领导。会议上

选出了冯雪峰、沙汀、陈企霞、王亚平、陈冰夷、戈扬

等6人为刊物委员会的委员，冯雪峰为主任。（《全

国文协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改组文协和加强领导

文学创作的方案》，《文艺报》1953年第7期）在这

次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最近征求全国委员会

各委员的意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

文协机构。

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中华全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独立建

制。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谈到了改组文联

的原因，“文联作为各个文学艺术团体，主要是各个

专业的协会的联合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要来直接

地、具体地组织文学艺术各个不同部门的创作和学

习，是有困难的。由于文学艺术各部门的特点

不同，组织文学艺术创作的任务，宜于由各个

协会分别地来进行。现在各个协会的组织和工

作正在整顿和加强，今后全国文联将继续作为

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加强全国文

学艺术界团结和联系，动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参

加国家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上起到它

应有的作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

学艺术作品而努力》，《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

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印，第37页）

在第二次文代会上通过的《章程》规定，中

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

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最高权力

机关为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全国作家代表

大会闭会时期，以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为最

高领导机关。理事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选出

之主席团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一届作协主

席为茅盾，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

雪峰、邵荃麟为副主席。（张僖：《只言片语》，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页）此后中

国作协继续完善其内部组织，除了第二次文代会之

前就已经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和刊物委员会外，作协

还陆续成立了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

文学部、文学基金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为萧三、老

舍、郑振铎等人。1955年10月27日，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将中国作家协会普及部改

为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

为了加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1956年中国

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根据理事会主席团

的提议，决定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下设立书记

处。书记处是一个集体的工作机构，它的任务是负

责处理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由书记9至11

人组成，书记由作家协会主席团从理事中遴选。

（《关于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

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第427页）书记处的成立，使中国作协有

了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

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分会也迅速发展，

1950 年的分会数量是 6个，1957 年达到 10个，

1959年增加到23个，（《小统计》，《文艺报》1957年

第7期；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

年第18期）现在的会员单位已经达到45个，成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

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

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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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从左到右：曹靖华、胡风、徐悲鸿、郑振铎、田汉、茅盾
前排从左到右：艾青、巴金、史东山、马思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