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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艺，真正与人民这个历史创造者
内在而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开启中国文艺发展历史的新纪
元，是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的划时代的重要成果
之一。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对革
命文艺的性质、作用与任务等进行了全新的论述。毛泽东在
《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
一重要论断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也为此后的
文学艺术的发展确定了行进的路向。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
了80多年。这么多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
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
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度关怀文艺事业的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结合当下中国的具体
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党
对于文艺事业、文艺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尤其是有关“以人民
为中心”的论述不断丰富与深化，把对文艺与人民之关系的认
识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中
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需
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为了使“为人民”在各个环节都落
到实处，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他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满怀期望地论述道：“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
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他还
提出“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生活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生活”等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党对新
时代文艺工作的新要求与新希望，也凝结了文艺创作实践与
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值得我们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历
史和当下文学的实际，在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去认
真贯彻和切实践行。

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
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
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自然也是
文艺表现的主体，是文艺审美的鉴赏
家和评判者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由社会
存在而决定；而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
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自然也是文
艺表现的主体，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因此，我们的
社会主义文艺理应反映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人
民群众的理想与实践。因此，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本
质属性，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
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
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
此，围绕着“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两个重要问题，毛泽东由
列宁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出发，提出要在这
样的基点上明确我们的文艺方向与服务对象，即我们的文艺

“属于人民大众”，“为着人民大众”。他对“人民大众”的概念作
出了如下阐释：那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占全人口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
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
民大众。”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在与人民群
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转移“立足点”的问题，并充分认识到社会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
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同时，要
正确把握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既要认识到“普及是人民的普
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又要更加重视目前条件下的“更为
迫切”的“普及工作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我们党在对于国情的
认识与判断上出现偏差，“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
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受此影响，文学的发展也呈现
出时起时伏的状态。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行“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在60年代初期，以周恩来同

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人民
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代表的纠偏努力，使
得文艺创作在面对社会现实和服务人民大众方面，都较前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文革”十年，万马齐喑，
走出“浩劫”，百废待兴。在乍暖还寒之际，中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9年在京举行，邓小平同志代表
党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他在肯定文艺工作的显著成就、赞许文
艺工作者的突出贡献的同时，着重就文艺的方向与路线、方针
与政策进行了精要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
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市场化、全球化的影响，文
艺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这期间，先后召开多次文代会、
作代会，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重要讲
话，都以对人民性的文艺路线的高度强调和深刻论述来引领
文艺发展。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
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充分认识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
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
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
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这样一些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的重要论述，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不断新变的社会环境
与文化氛围中坚定了方向，保持了清醒，增加了定力，也使得
这一时期的文艺事业继续在“为人民”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从1942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
艺为人民大众”，到1980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文艺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再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主
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革命文艺和社会主
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的人民方向、
人民属性的论述与论断，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
的发展与繁荣，又深刻地总结了不同阶段文艺工作的丰富实
践与基本经验。它的适时调整与逐步演进本身，就是党对文艺
工作的认识与把握、组织与领导不断切近规律、走向科学的过
程。这也使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里，虽然遭到许多
干扰和面临各种挑战，“人民立场”始终是当代文学贯穿始终
的一条主线，有力地保证了文学创作的不断前行和文学事业
的繁荣发展。

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不只是一
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甚
至不仅仅是有关作家创作的文艺问
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文学艺术的
走势和方向的问题

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提出了科学的论
断。其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
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
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
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
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
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
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
源泉。”

许多文学大家都有类似的属于至理名言的精彩论断，要
言不烦地阐明了文学与生活的内在关系。比如，鲁迅曾说过，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
印到文艺中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毛泽东是从文艺的起
源的基点上来说，鲁迅是从创作的发生的视角上来看，角度不
一，各有侧重，但都强调文艺出于生活的道理。这是规律之论、
经验之谈，也是为丰富的文学实践所不断证明的根本原理。

在“十七年”间，文艺创作在政治化的社会背景和风风雨
雨的历史进程中，总能有所进取、有所收获，原因就在于我们
的作家艺术家们，牢记生活是创作之根、人民是文学之本的基
本原理，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当时的小说创
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
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

延安》《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经典性作品，主要集中于革命
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两大领域，原因就在于当时正值年
富力强的作家在“充分地占有生活”和“在创作中葆有人民性”
两个方面，都有着独步一时的突出优势。吴强、梁斌、杜鹏程、
周立波、曲波等作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与战火的磨炼，对于
革命战争的人民性、革命战士的英勇性，都有着身临其境的切
身体验和深刻体会。他们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感受，首
先“写自己最熟悉”的，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作典型概括与艺
术提炼。可以说，他们是从艰苦的战争与战斗生活中摸爬滚打
出来的，而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地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出
来的。另有一些作家，从根据地时期起，就以介入农村工作的
方式深入农村生活，长期“泡”在火热的生活之中，尤其是变动
的新生活之中，目睹了农村的新变，深刻了解农民的心理，如
赵树理、马烽、柳青、西戎等。他们是有着农村背景的知识分
子，写作农村题材，他们驾轻就熟，而且有话可说，并以文学的
样式为新农村生活造影、为新农民形象代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学领域在进行理论思
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能在短时期内由“伤痕文学”开启创
作上的复苏，也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直面新的生活现实，关注人
民的精神状态，注重文学创作与时代情绪的联系与互动。当
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于无声处》《丹
心谱》为代表的话剧创作，在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同时，也
让文学与艺术作品接触到地气、触及到人心。当时的文学批评
在评说“伤痕文学”时，有两位重量级评论家所说的两句话就
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朱寨的“从生活出发”，陈荒煤的《伤痕》

“揭示了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上的伤
痕”。这样两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当时文艺界人士共有的心
声的表达。此后的文艺创作，就是凭借着“生活”和“人民”这样
两个基本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
文学”，开始了一个主潮接续一个主潮的波澜壮阔的持续演
进，并以日益走向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丰富发展，再造了当代文
学的新辉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不只是一个
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甚至不仅仅是有关作家创作的
文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文学艺术的走势和方向的问题。

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创作的首要条件

面对这样的沸腾现实、火热时
代，作家艺术家只有真正地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获得丰沛的生活体验，
把握跳动的时代脉搏，才能书写生生
不息的人民史诗

文艺创作需要多种条件，最为重要的，是扎实的生活积累
和丰富的生活经验。

毛泽东在1938年4月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谈
到“中国近年来没有产生伟大作品”的问题时，特别指出：“我
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
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术。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
为伟大的艺术家。”在这里，他把“丰富的生活经验”放在首位，
接着以《毁灭》和《红楼梦》的细节描写为例，进一步论述了生
活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
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没有
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
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他还
指出：“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
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进而提出了“源泉”说：“人民
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
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
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
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由此，他号召一切革
命的和有出息的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
丰富的源泉中去。

在深入现实生活、植根人民生活方面，一些创作出经典作
品的老一代作家，在这一方面以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收
获丰盈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出色的示范和学习的样板。在当
代文学的农村题材写作中，连续写出《三里湾》等重要作品的
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一文里告诉人们：“要说也算经验的话，
只能说‘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

易办法’。”他还由经常深入农村生活从中获得创作素材的实
践，总结出“长期性”深入生活的“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
则约”的四大好处。周立波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写出了长篇小
说代表作《山乡巨变》。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时，他告诉人
们：“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
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
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们的生活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
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
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
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柳青把“永远不脱离
劳动人民，不脱离社会实践，写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虚构”作为
自己的座右铭，为此长期安家落户于长安皇甫村，写出了长篇
小说《创业史》，他的深刻体会是：“要想写作，就先生活。”“深
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会学习，这是文学工作的基础。如果拿
经济事业来和文学事业比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基本建设。”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谆谆告诫广
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
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
疑”。“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
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
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延安时期的文艺家
们，积极响应号召，深入乡村，奔赴前线，做到了“和新的群众
的时代相结合”，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气象一新的文艺作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人进城之后不甘
于现状，用各种方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认真践行“和新的群
众的时代相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生活养料与
经验，创作出堪为时代经典的重要作品。

从新世纪到新时代，时代生活和文学写作发生了新的变
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的讲话》指出：“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
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
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
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
面。”他同时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
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
青。”这样的沸腾现实，这样的火热时代，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
提出了“扎根人民”的新目标与新任务。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获得丰沛的生活体验，把握跳动的时代脉搏，才能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让人民成
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
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
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这是创作必备的重要功
课，也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坚守人民立场 书写人民史诗
□白 烨

做人民的学生

作家周立波在清溪村与乡亲们一起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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