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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与中国作家协会茅盾先生与中国作家协会
□□杨杨 扬扬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

者协会，成立于 1949 年 7 月 24 日，茅盾为主

席。从那一刻起，至1981年 3月 27日逝世，茅

盾的后半生是与中国作协风雨同舟、休戚与共

的。如果说，中国作家协会在漫长的风雨岁月

中真有什么文学之魂的话，茅盾就是当之无愧

的魂灵式人物。

一

胡耀邦在茅盾追悼会上的悼词中，对1949

年后茅盾的文学贡献有两段评价：“新中国成立

后，他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

工作，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特别是一贯以极大

的精力帮助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为社会主义

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前夕，

他不顾艰险，间道来到北平，积极参加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他

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

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的前身）主席。新中

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文化部长，并当选为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和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殚思竭虑，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支援各国人民

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献出了

全部心血。晚年，他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重考验，

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后，对

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表示衷

心的拥护。他在最后几年里不顾衰病，努力写作

回忆录，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仍然为现代我国文

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

料。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

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这些评价涉及

茅盾先生与中国作协工作相关的，至少有四方面

内容：一是文学组织、领导工作，二是文学评论，

三是扶持青年作家，四是文学回忆录。1949年

新中国成立时，茅盾54岁。他担任中华全国文

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

文化部长（至1965年底）。尽管毛泽东、周恩来

曾跟他谈话，说只是挂挂名，在这两个部门会给

他配备得力的助手，可以让他免于事务性工作

之劳，但事实上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动和国务活

动，还得由茅盾亲自出场。所以，公务接待和会

议占据了茅盾的大量时间，加上体弱多病，让他

多次萌生要辞去文化部长等职务的念头。

茅盾家人在纪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新中国

成立后，茅盾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清净处购买

住宅，以便安心写作，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动荡

生活了半辈子，社会安定了，希望能够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只是这一想法未免有点理想化了。

像茅盾这样享有巨大社会声誉的知名人士，并

且跟中共有长期渊源关系的文坛领袖，中央政

府怎么会随随便便放置在一边呢？像第一次文

代会筹备之初，《文艺报》的试刊工作是茅盾亲

自负责进行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都有明确

的记录。后来《文艺报》成为中国作协的机关

报，从上世纪50年代《文艺报》发表的文章和座

谈会纪要情况看，茅盾始终是重要作者和重大

活动的参与者。丁玲作为茅盾的学生，始终对

茅盾怀有深厚的师生感情。在回忆文章中丁玲

写到：“我有幸曾是茅盾同志的学生，1922年在

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在上海大学，都是听他讲

授文学课的。后来我从事文学事业，虽不是他的

影响，但他却在谆谆课读之中培养了我对文学的

兴趣。1932年至1933年，我们在‘左联’同事，

我做过一个时期‘左联’书记和‘左联’党团书

记。1949年至1953年，我们又在新中国的作家

协会共事，他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但我一直把

他当作老师，他的态度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们

相处非常融洽。”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去看望茅

盾，师生感情还是那么深厚，比较一下丁玲在书

信和文章中对周扬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

看出中国作协的很多茅盾的同事、朋友，对他的

拥戴和理解。

作为新中国以来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的茅

盾先生，承载着共和国文学的荣光，为繁荣文学

倾尽心力。像《人民文学》创刊，他亲自去找毛泽

东主席，希望能够题词，毛泽东题词“希望有更多

的好作品出世”。并回函茅盾“写了一句话，作为

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

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推荐郭沫若，认为郭沫

若更为合适。

作为《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茅盾积极团

结老作家，使得刊物在短时间内成为国内文坛

瞩目的对象。刊物影响力上来了，但门槛并不

人为地抬高，而是面向广大的文学写作者，尤其

是对于基层的文学爱好者，茅盾积极扶植、认真

培养。《人民文学》来稿中，有一些基层文学爱好

者的作品，非常稚嫩，但茅盾并不是拒之门外。

只要作品有生活积累，有可取之处，茅盾就予以

推荐发表。后来茅盾不担任主编了，但一些重

要的稿件，编辑部还是会找茅盾审稿，或征求他

的意见。从《郭小川日记》《张天翼日记》中，我

们可以看到茅盾多次参与稿件的讨论，发表自

己的意见。茅盾的意见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对杨沫《青春之歌》

的评价。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招致读者来信

的严厉批评，《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开辟专栏

予以争鸣，中国作协领导，包括何其芳等文艺界

人士非常同情杨沫，不同意那些政治上上纲上

线的批评，最后请出茅盾来评价杨沫的《青春之

歌》。茅盾的肯定意见具有说服力，平息了这一

风波。

二

1949年后，茅盾不再创作小说，主要兴趣转

向文学批评。曾有研究者统计，1949年到“文

革”之前，茅盾撰写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总数超过

100万字。他生前出版有《夜读偶记》《鼓吹集》

《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茅

盾评论文集》《茅盾近作》。这庞大的批评文字，

相当一部分是研读作家作品的心得。这些评论

文字，体现了茅盾对于青年作家作品的关注和关

心。像他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不仅维护了

一个作家作品的文学生命，而且也给人们确立起

一种文学批评的风范。他的《谈最近的短篇小

说》《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依稀可以见出茅盾

早年那种文学批评的敏锐痕迹。

主要表现为，对最新小说创作态势的准确把

握。茅盾早年对《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创作经

验的概括和总结，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积极影

响，这种评论习惯在他晚年的评论中依然存在，

譬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是对《人民文学》1958

年6月号上的短篇小说的一个评论，通过对这些

作家作品的评论，茅盾探讨了当时小说中普遍存

在的一些问题。茅盾自己的审美趣味偏向写实

性强的作品，这也是当

时创作理论鼓励的一

种写作方式。但在这

一创作风气之下，真正

有文学意味的作品并

不是特别多。所以，清

理脉络也就是确立一

种文学审美标准。在

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中，

茅盾善于发现一些文

学新人，譬如对茹志

鹃、陆文夫作品的评

论，就是发现新作家的

典型案例。他高度评

价茹志鹃的《百合花》，

认为“这是我最近读过

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

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

动的一篇。它是结构

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

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后

来在悼念茅盾的文章中说，“我从先生二千余字

的评论上站立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

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对于陆文夫的

小说，茅盾有过批评，但非常看重这位作家的才

能。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中，记有“下午

读陆文夫小说至此共阅陆作品（小说）二十篇（最

近发表于《雨花》之《棋高一着》，刊去年四月号），

作札记数万字，凡此皆为应《文艺报》之请，写一

篇论文也。”茅盾对于这两位青年作家的评论，至

今依然还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显示出评论的权

威性和影响力。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作协的诸多活动中，大

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非常重要

的一次会议，这是中国作协领导对一个时期文学

创作情况的意见交流和理论总结会议。茅盾在

1979年8月30日给邵荃麟评论文集作序时，曾

有一段文字涉及这次会议情况：“大连会议是邵

荃麟同志知道我打算到大连度暑期，因而就我

的方便，把会议地址决定在大连。我白天到会，

听大家发言，晚上我就没事了，但是荃麟同志及

其他同志晚上还有分组会，还要做总结，所以是

日夜操劳。”“要不要描写中间人物？我与荃麟

同志的意见是一样。但我不知道他因此惹下了

‘杀身大祸’。我不知道他曾因此与张春桥、姚

文元发生争论。怪不得文化大革命时一些红卫

兵几次向我探询：中间人物论是谁提出来的？

我答以‘记不起来了’。他们还要问我有没有记

录（指开会时我自己作的记录），意欲查看。我

答以‘没有’。这也是实情，我向来不会当场自

作记录，因为手慢，记了这句，就掉了那句，还不

如不记。”茅盾自己没有记录（茅盾日记中，对

1962 年 7-8 月间的大连会议情况，还是有记

录），但中国作协还是有记录，后来收入《邵荃麟

评论选集》中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就注明是根据大会记

录整理的。大连会议应该是一次气氛非常轻松

和谐的会议，茅盾、周扬、邵荃麟、侯金镜、周立

波、赵树理、康濯、马加等十多位与会者发表自己

对当前创作问题的看法，发言之间，茅盾、周扬等

都有插话。

三

1976年 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联

和各个协会的恢复工作慢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林默涵是负责人。茅盾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在这

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79年召开

的第四次文代会，具有拨乱反正的标志性意义，

茅盾为这次会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曾在《文

艺报》工作过的刘锡诚先生，在《在文坛边缘上》

（修订本）中，有一段记录茅盾与第四次文代会的

材料。他指出，在筹备大会期间，鉴于一些文学

界的知名人物还没有彻底平反、代表资格受限的

情况，茅盾致信负责文联恢复筹备工作的林默

涵，反映情况。茅盾在信中说：

默涵同志：
您好！近来我常想到：第四次文代会今春就

要召开了，这次相隔廿年的会议，将是文艺界空

前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应是一次大团结

的会议，一次心情舒畅的会议，一次非常生动活

泼的会议，一次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议，

一次文艺界向二十一世纪跃进的会议！

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

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的老作家、老艺术家、

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这些同志中间，

由于错案、冤案、假案的桎捁，有的已经沉默了二

十多年了！

由此我想到，应尽快为这些同志落实政策，

使他们能以舒畅的心情来参加会议。但事实并

非完全如此，有的省市为文艺工作者落实政策

上，动作缓慢。就以我的家乡浙江而言，像黄源、

陈学昭这样的同志，五七年的错案至今尚未平

反。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向中组部反映，请他

们催促各省市抓紧此事，能在文代会前解决；还

可以文联、作协的名义向各省市发出呼吁，请他

们重视此事，早为这些老人落实政策！

请考虑是否有此必要？匆此即致

敬礼！

沈雁冰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胡耀邦十分重视茅盾的建议，批示中组部和

文化部把各省市自治区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

找来开会，解决问题。正是因为有茅盾这样的积

极推动，才保证第四次文代会真正开成一个心情

舒畅、继往开来的团结的大会，成为新时代文学

的标志性会议。茅盾自己不顾年老体弱，亲临大

会，致开幕词，为广大文学工作者鼓劲打气，体现

了一代文豪的文学情怀和理想抱负。

四

作为作家，茅盾晚年文学写作的重要工作是

文学回忆录的撰写。据韦韬、陈小曼所著《父亲

茅盾的晚年》一书所记，茅盾回忆录的准备工作，

从1976年3月24日开始，采取口述录音，再由家

属整理的办法。但茅盾看完这些整理后不满

意。后来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在进行。1978年春

节前夕，茅盾在医院正巧遇到胡乔木，胡乔木提

到中央建议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在讨论时，

陈云特别提议请茅盾先生写回忆录。茅盾是参

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

1921年中共成立时，茅盾和他弟弟沈泽民是成

员之一。茅盾60年的文学生涯也具有很高的史

料价值。所以，胡乔木提议之后，林默涵也致函

茅盾，催促他撰写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韦君宜干脆带着出版社编辑来茅盾家拜访，希望

茅盾给予即将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以支持。茅

盾答应予以支持。茅盾的儿子、媳妇给他做助

手，查询资料，茅盾自己撰写回忆录，这样慢慢写

出了40多万字的回忆录。但因为身体原因，整

个回忆录只写到1934年，没有写完茅盾就病逝

了。一部分口述内容，后来出版回忆录时，韦韬、

陈小曼将口述材料整理后，补充了进去。茅盾的

文学回忆录内容丰富，文笔精彩，是值得阅读的

历史材料。尤其是关于早期在上海的文学活动

和政治活动，为我们生动揭示了现代政治与现代

文学相互驱动的密切关系。

茅盾是与鲁迅、郭沫若齐名的现代文坛领

袖，20世纪中国文学的坎坷经历，遗留在他们身

上，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茅盾在

他生命的最后，还怀有浓厚的政治情结和文学情

怀。在自知病将不起的情况下，1981年3月14

日，他请儿子韦韬笔录，口述了致党中央的信件：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

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

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

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

一生的最大荣耀。

他口述的第二封信，是给他自己创建的中国

作协的同事们：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

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

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

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先生的最后嘱托，一是政治生命；二是

文学事业。他留给中国作协的最重要遗产，是茅

盾文学奖。从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

到2019年即将开始的第十届评奖，茅盾文学奖

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瞩目的国家奖项，也是

中国作协最重要的工作。可以想见，茅盾的名字

将与中国作协的工作融汇在一起，每四年一次的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随着时间的积累，影响会越

来越大，也会让一代又一代文学家们缅怀茅盾的

功德，追随他的事业。

庆祝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七十周年庆祝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七十周年

茅盾与周扬茅盾与周扬（（左左）、）、郭沫若郭沫若（（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