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坐标

重温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

王 杰

【 内容摘要 】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
毛泽东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不仅在现

实层面推动 了 中 国 革命与文艺事业的 发

展 ， 在理论层面也已成为 中 国式文艺现代

化和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坐标 。

文章指出 ，
这篇讲话对文化领导权与文化

主体的阐释已成为 当代世界美学与文艺理

论家的理论资源 。 它深刻地把握住中 国现

代化进程中审美范式的转换 ， 并概括出
一

种新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理论结构与情感

结构 ， 是世界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

进程中的重要
一

环 ， 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和意义 。

【 关键词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中

国式审美现代性 ；
理论坐标

在中 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 在抗

日 战争最为艰苦 的
“

相持阶段
”

，
１ ９４２ 年 ５

月 ，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座

谈会 。 会议的重要标志是毛泽东发表了著名 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 》 （ 以下简称

《讲话 》 ） ， 为一种新 的文学艺术生产方式 、

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

一种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

的新的关系 ， 为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新的

功能等重大问题提出 了一种新的理论构想 。 历

史事实已经证明 《讲话 》 在 中 国社会 的现代

化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具体而言就

是对于引领中 国革命的胜利 ， 为抗 日 战争的胜

利提供了一个新的蓝图 、 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理

论坐标 。 因此 ， 以 《讲话》 为起点 ， 延安文艺

座谈会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 的一个重大

的文化事件 。 我们认为 ， 正如 《共产党宣言 》

＊ 王杰 ， 浙江大学传媒与 国际文化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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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中 国文艺评论 （ 浙江大学 ）

基地主任 ， 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中心主任 ，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 、 审美人类学和 当代美

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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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历史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建立起了一个理论上和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坐标系一

样 ， 毛泽东的 《讲话》 成为中 国式文艺现代化和 中 国式审美现代性的理论坐标 。 从

中 国社会发展和文艺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 ， 《讲话》 作为一个文化事件 ， 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 这个影响持续至今 ， 而且 ， 随着世界历史 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

的不断倾斜 ， 《讲话》 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坐标也在
“

世界文学
”

和
“

世界美学
”

的

意义上越来越清晰 、 完整 ， 从而显现出它的理论力量 。

一

、 《讲话 》 的世界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 《讲话 》 中 明确指 出 ， 《讲话 》 的 中心问题
“

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

问题
”

和
“
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

， 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 ， 人民包括工人 、 农民 、

士兵和小资产阶级 ， 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广大的人民概念 。 同时 ， 毛泽东提

出 了
一个对于中 国革命和整个世界革命来说十分重要的主体改造的 问题 。 主体再生

产的问题是 ２０ 世纪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 ， 这个问题最突 出也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美学

和文学艺术领域 。 这还是一个涉及文化领导权的 问题 。 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就是审

美现代性的相关问题 ： 即具体的个体在现实的社会和文化关系 中获得文化解放的可能

性及其得以实现的条件 。 毛泽东写道 ：

文 艺就把这种 日 常 的 现象集 中 起来 ， 把其 中 的 矛 盾 和 斗 争典 型 化 ， 造 成 文

学作 品 或 艺术作 品
， 就 能 使人 民 群众惊 醒起来 ， 感奋起来 ， 推 动 人 民 群众走 向

团 结和 斗 争 ， 实行改造 自 己 的 环境 。
？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发展 中 ，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路易 ？ 阿尔都塞发表 《
一封

论艺术的信》 和
一系列文艺评论以来 ， 《讲话》 中关于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 、 为政治

服务等思想深深地影响 了阿尔都塞 、 朗西埃 、 巴迪欧 、 巴里 巴尔 、 特里 ？ 伊格尔顿

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 齐泽克认为
“

毛泽东的名字就代表了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

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
”

②
。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 主体这一使命被

赋予工人阶级和所有的被剥 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 ， 而不再是 自 命清高 的知识分子 ，

①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年 ， 第 ８６ １ 页 。

② 齐泽克 、 王芳 ： 《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 》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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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 ： 《 自 我解放 ： 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
——雅克 ？

朗西埃访谈录 》 ， 《文艺研究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９ 期 。

陆兴华 ： 《 自 我解放 ： 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一 ？雅克 ？ 朗西埃访谈录 》 ， 《文艺研究＞２０ １ ３ 年第 ９ 期 。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 》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 １ 年 ， 第 ８６０

—

８６ １ 页 。

埃蒂安娜 ？ 巴利 巴尔 、 皮埃尔 ？ 马歇雷 ： 《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 ， 弗朗西斯 ？ 马尔赫恩编 ： 《当代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４２ 页 。

只有真正以广大人民大众的立场和情感为立场情感的知识分子 ， 才是真正的 当代知

识分子 。

阿尔都塞的学生 、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吸收了毛泽东 《讲话 》 的群众路线和

文艺政治观 ， 在
“

五月 风暴
”

中转向工人和人民问题的研究 ， 朗西埃的
“

政治歧义
”

“

感性分配
”

和文学政治学中能够看到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和 阐释 ：

“

在革命中必

须像毛泽东那样 ， 相信群众的能力 ， 到人 民 中去 ， 吸收人民群众的思想而建立一种

科学思想 ， 并最终还之人民 。

” ①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认为
“

科学和党在先 ，

理论和批判在先
”

？
， 这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理论态度 ， 其前提是对普通群众能力

的不信任 ， 而朗西埃认为应该相信人民大众的能力在先。

事实上 ， 毛泽东在 《讲话 》 中对人 民大众的认可和信任 ， 与人 民大众形象 自

身所展现出 的社会结构 的复杂性和深度密切相关 。 人 民大众是历史 的主体 ， 是真

实的社会关系直接 、 丰富而全面的感受者 。 因此 ， 毛泽东要求
“

有 出 息 的文学艺

术家 ，
必须到群众中去 ， 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 中去 ， 到

火热的斗争 中去 ， 到唯
一 的最广大最丰富 的源泉 中 去 ，

观察 、 体验 、 研究 、 分析

一切人 ，

一切阶级 ，

一切群众 ，

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 ，

一切文学 的原

始材料 ， 最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

？
。 阿尔都塞的学生和合作者 ， 哲学家马歇

雷认为 ，
正是毛泽东 《讲话 》 中 的这些观念第一次将

“

文学刻写在真实社会实践

的复杂而确定的系统之中 ： 文学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部若干观念形态之一 ， 与社

会生产关系 的基础相对应 ， 这些社会生产关系都是历史地确定和改造 的 ， 并历史

地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相联系
” ？

。 文献资料已经讲明 ， 马歇雷在著名 的 《文学生产

理论》 中所提出 的
“

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 的一种形式
”

的思想来源就是毛泽东的

《讲话 》 。

毛泽东的 《讲话》 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

一个卓越的政治战略家 ，
运

用理论的方式对中 国革命胜利 的情感动力和社会力量的来源和基础 的深刻思考 ， 它

已经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重要的理论创新资源 ， 具有伟大的世

界历史和世界美学意义 。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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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讲话 》 的基本理论坐标

１ ９３ ８ 年末 ， 在武汉国 民党第三厅参加抗 日 救亡文艺工作的冼星海夫妇受建立于

延安的
“

鲁迅文学艺术学院
”

的邀请 ， 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 在鲁艺音乐系担任

教学工作 。
１ ９３９ 年春节期 间 ， 冼星海听到光未然新创作的长诗 《黄河吟 》 的 朗诵 ，

燃起了巨大的创作激情 ， 仅用六天时间便完成了 《黄河大合唱 》 八个乐章的创作 。

《黄河大合唱 》 用大量民族音乐的形式 ， 将中华民族优秀的 民族音乐资源 、 最先进的

西方音乐创作观念 、 作曲手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结合 ， 将音乐 的形式与社会主

义 目标和中华 民族解放的事业相结合 ， 创作了具有
“

永恒魅力
”

的
“

红色经典
”

。 从

理论上说 ， 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艺术经典 ， 是一种新形态的
“

经

典＇ 当然 ， 这种红色经典的美学基础的理论论证 ’ 是另外一个需要深人讨论的重要问

题 。 我们认为 ， 冼星海的 《黄河大合唱》 以及延安时期的一系列成功的红色经典作品 ，

为毛泽东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学基础 。

《讲话》 出现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早期阶段 。 在认真总结中 国新民主主义时期 中 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大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讲话》 明确提出 了在 中 国社会

的现代化进程中 ， 作为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 文艺与社会之关系

问题的全新构建 。 西方 自 启蒙主义 以来 ， 特别是在现代主义艺术阶段 ， 文学艺术与

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批判性的 。 而 《讲话》 则创造性地提 出走 中 国 自 己 的革命道

路 ， 文学艺术对社会应该也可以发扬积极主动的建设性作用 。 在 《讲话》 的社会文

化语境中 ， 审美的无功利状态 ， 文学艺术仅仅关涉个体的 内心情感等 自 由 的美学范

式被完全改变 。 自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 ， 中 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领导 中 国人民反帝 、

反封建的革命事业 ， 承担起领导 中 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 因此 ， 社会主义的理

想和奋斗的 目标 ， 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就成为社会革命和文化逻辑 的核心 内

涵之一 。 这是中 国式现代化与欧洲模式的现代化十分不同 的地方 ， 值得特别关注的

是 ， 这种中 国式现代化 ， 除 了在 中 国共产党的合理有效的领导这个方面之外 ， 还有

一个重要的维度和方面就是文学艺术以情感结构的方式很早就表征 出社会主义理想

和奋斗 目标 。 在 《黄河大合唱 》 《 白毛女 》 等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 中 ， 我们能够

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理想和奋斗 目标是其情感结构 中十分关键的 因素 。 《讲

话》 中 ，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讨论 了文学艺术家立场的转变问题 ， 强调
“

感情起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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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的重要性 ， 强调只有深人到火热的抗 日 战争的第一线去 ， 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生

活打成一片 ， 价值观和情感结构与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一致 ， 才能创作 出无愧于时

代 、 无愧于人民的伟大的艺术作品 。 《黄河大合唱 》 《 白 毛女 》 以及之后 《创业史 》

的成功都十分明确地证明 了这一点 。 在 中 国式现代化和 中 国式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

构中 ， 最关键的就是这种理论坐标系 的转换 ，

一种新的情感结构 ，

一种新的审美现

代性的理论结构 ，
开始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表征 ， 并且在毛泽东的 《讲话 》 得到 了

理论上的概括和表达 。

三、 《讲话 》 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至 ８ 月 ， 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高级访问学者的研修工作 ， 合

作导师是英国学术院院士 ， 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特里 ？ 伊格尔顿 。

伊格尔顿是阿尔都塞学派在英语学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 阿尔都塞学派的意

识形态模式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又受到毛泽东 《讲话 》 的深刻影响 。 因此在注意到特

里 ？ 伊格尔顿与米尔恩合编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 （读本 ） 没有选编 《讲话 》

这个现象后 ， 我在采访特里 ？ 伊格尔顿时请他谈谈对毛泽东 《讲话 》 的看法 ， 伊格

尔顿十分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批判性 。 他答道 ， 这本著作是他很久之

前看的了 ， 现在突然提起 ， 他很难做出较好的 回答 。 我个人认为 ， 现在看来 ， 包括

国际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学者 ， 对中 国 的审美现代性和 《讲话 》 在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话语范式方面所做出 的重要贡献都缺乏认真的理论把握 。

近年来 ， 随着 ２ 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 ， 在 国 际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研究领域 ，

我们通过阿兰 ？ 巴迪欧 、 马歇雷 、 雅克 ？ 朗西埃 、 齐泽克 、 巴里 巴尔等激进理论家

的著述 ， 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美学的基本范式正在发生转换 ， 而且毛泽东的 《讲话 》

是这种转换的重要 因素和重要 的理论坐标 。 我倾向于这样理解这种现象 ： 这是 《讲

话》 发表 ８０ 年以来世界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推动下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１ 日

（ 特约编辑 ： 谭晓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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