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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为发财工具 ， 它只是简单商品形式 。 而作害到作品高超的艺术水准 ，
二者和谐共处 。 马克

为生产劳动的产品 ， 文学则成为市场的组成部分 ， 思在此实际上提出 了他对文学的理解和期待 ， 即

它参与了资本运作 ， 需要遵循市场规律 。 换句话真正的艺术 精 品 ，
应该 是艺术 家天性 的 能动

说
，
这种情况下的文学生产 ， 其商品性特质压倒体现 。

了艺术特质 。 它所服务的 目 的 ， 是对剩余价值的概而言之 ， 把 目前中 国文学的困局单一地归

追逐 。 因此 ， 作为生产劳动的文学活动 ， 是在用咎于市场 ，
认为是市场机制带来的后果 ， 这种观

市场规律消解和替代文学的艺术特质 ， 这与在消点值得商榷 。 新时期 以来的文学情绪化定位和对

费时代文学双重属性互生共在的情形是两回事 。自律性的构建 ，

一

定程度上需要为 目前的文学困

那么 ， 在市场化时代 ， 文学应选择怎样的道境
，
尤其是其中道德主义缺失和享乐 主义趋势的

路？ 在这一问题上
， 马克思 的劳动观给我们提供出现承担责任 。 在消费主义时代 ， 文学具有双重

了参考 。 两种劳动的本质区别 ， 在于是否创造剩属性
， 即文学性和商品性 ， 这是处于市场经济阶

余价值 ， 是否以追求剩余价值为 目的 。 我们换
一

段 ， 历史带给文学的特殊品质 。 因此 ， 要想走出

个角度就能发现
，
作为两种客观存在的劳动方式 ， 这种困局 ， 我们需要对文学 、 文学与市场的关系

劳动者必选其一 。 这也就意味着 ， 创作是不是生有更深人的认识 。 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我们获

产劳动 ， 在于作家本人采用 了 哪种创作 （ 生产 ） 得的启示是 ，
文学虽然具有双重属性 ， 但这并不

传播方式 。 因此 ， 文学作品 以 怎样 的方式出现在意味着它应该抛弃其文学性 ， 迎合其商品性 ， 文

市场 ， 作家才是其中 的关键因素 ， 即他是否选择学的双重属性之间的理想状况是共生并存 。 文学

与资本合谋 。

一旦作家作出这种选择 ， 那么其作在遵循其历史属性和规律外
，
最重要的

，
应是艺

品就可能沦为市场经济规律的棋子 。术家天性的能动表现 。

值得注意的是 ， 马克思没有否认资本主义时


代文学的商品性 ， 而是认为 ， 即使是在这种语境①②ＭａｒｔｈａＷｏｏｄｍａｎ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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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文学依然不 能缺少 文学性 。 他 曾 经说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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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尔顿出 于 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 《失③④彼得 ？

威德森 ：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 钱竞 、 张

乐园 》 。 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 。 后来 ， 他把欣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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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〇〇６ 年版 。

作品卖 了５ 镑 。 但是 ， 在书商指示下 编写 书籍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２６ 卷 ，

第 １ 册
，
第 ２９６

（ 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 ） 的莱 比锡的－位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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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招 页 ， 第 ４３２ 页 ’Ａ民出版社 Ｉ ９７２

作家却是生 劳动者
， 因为他的产品从－开始就 ⑥利奥 ．

洛文塔尔 ： 《文学 、 通俗文化和社会 》 ， 甘锋译 ，

从属于资本
”

。 密尔顿的 《失乐 园 》 卖 了
５ 镑

，第 ２ 页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

很显然 ， 作品具有商品性 ， 但是在创作时 ， 他付「 作者单位 ？ 西南 大 学文学 除 １

出 了春蚕吐丝般的心血。 因此
，
商品性并没有伤

^

复调语境 中 的 《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

杨 向 荣

在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 ， 《在延安文艺座谈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单线续写 ， 而是多种 因素交

会上的讲话》 （ 以下简称 《讲话》 ） 的形成并不是织影响下的复调发声 。 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 ， 《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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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整合 了时代 、 语境和理论等多重理论话语
，

中国文化传统思想 的 内在发展 。 从王夫之到 曾 国

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审美文艺观 。藩 、 魏源 、 谭嗣同等 ，
他们都是主张经世致用并

付诸实践的代表人物 。 鸦片战争之后
，
中 国 内忧

－《讲话》 与中 国传统文化外患 ，
林则徐 、 龚 自珍和魏源等有识之士掀起了

一场经世致用的思想浪潮 。 毛泽东生长于湖湘大

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毛泽东文艺批评思想地
， 湖湘文化蕴含的爱 国 思想及其力戒空谈虚

的形成中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
有学者曾统计浮 、 主张务实躬行 、 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毛泽

毛泽东著述中 的语言素材 ， 发现毛泽东引 用最多东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 近代改良派要求对文学进

的是孔子的原话 。

￥
这也表明毛泽东 的知识构成受行改 良 ， 也是从经世致用 的 目 的 出 发 。 如梁启超

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 。和胡适等学者以更新国 民为 目的 的改 良思想对毛

毛泽东的中 国传统文化情结要追溯到他 自 小泽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 在北大期间 ，
毛泽东对

的受教经历 。 他 ８ 岁进私塾接受儒家教育 ， 系统地胡适的 《文学改 良刍议》
一文 ， 特别是其中提出

熟读了 《三字经》 《幼学琼林》 《论语》 《 中庸》的作文
“

须言之有物
”

、

“

不作无病之呻 吟
”

、

《大学 》 等经书典籍 。 此外 ， 毛泽东还熟读了
一些

“

务去烂调套语
”

、

“

不避俗字俗语
”

等主张 ， 印

凝结着 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 的 旧章体小说 ， 如 《三象深刻 ， 并在多年以后 《反对党八股》 的演讲中

国演义》 《水浒传 》 《西游记 》 《说岳全传》 等 。 对此再次予 以 强调 。 在经世致用 思想的影 响之

他酷爱 中 国 古典诗词 ， 在抗战岁 月 中 仍坚持读下 ， 毛泽东的艺术主张取得了 巨大的实际效果
，

《唐诗三百首》 ， 并喜欢创作诗词 。 在其求学过程如革命文艺尤其是抗 日 剧社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大

中 ，
Ｘｔ他产生深远影 响的老师 ， 如启蒙恩师毛宇的宣传作用 。 可见 ，

在文艺领域主张文艺与政治

居 、

一代学者杨昌济 、 古文老师袁吉六等 ， 都是的结合 ， 提出政治和艺术的双重标准 ， 将文艺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有着深厚造诣的学者 。 中 国传到时代的政治背景之下来研究 ，
正是中 国传统文

统文化浸润和熏陶着毛泽东 ， 并化为一种深层文化精神在毛泽东内心积淀的结果 。

化心理结构 ， 在其文艺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 。二 《讲话》 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史上 ， 始终贯穿

着将文艺与政治相结合 、 从政治和功用的角度论２０ 世纪早期 ， 在 中 国政治局势的影响下 ， 思

述文艺的观点 。 传统诗歌的
“

美刺说
”

包含了文想界呼吁社会变革 ， 力 图挽救民族危亡 ， 五 四新

艺的政治意义 ， 儒家的
“

厚人伦 ， 美教化 ， 移风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 这是
一

场解放国人思想 的伟

俗
”

的诗教传统即是从诗歌的社会功用的角度出大运动 ， 它承担着思想启 蒙的任务 ， 促进了西方

发的
， 而孔子的

“

兴观群怨
”

说也与政治意愿的思想的传播 ，
也为 随后 中 国 革命道路的探索迎来

表达有关 ； 曹丕 的 《典论 ？ 论文 》 称文学是
“

经了曙光 。 五 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孟以来
“

文 以载

国之大业 ， 不朽之盛事
”

，
强调文学的功用 ；

柳宗道
”

的传统文论思想 ，
但其针对的不是

“

文以载

元主张
“

文以 明道
”

， 白居易和元稹致力于新乐府道
”

本身 ，
而是

“

道
”

的 内容 。 五 四新文化运动

运动 ， 主 张
“

文章合为 时而著 ， 歌诗合为事而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潮 流 ，
同时也为 《讲话》 的

作
”

，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 ， 提出
“

文以载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准备 。

道
”

的文艺观 。 唐宋八大家 、 明 代前后七子、 清１９２ １ 年 ，
文学研究会成立 ， 《文学研究会宣

代桐城派也都偏重文艺 的功用性 。 可 以说 ， 在 中言》 说 ：

“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

国古典文论中 ， 文艺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存在 ， 遣的时代 ， 已经过去 了 。 我们相信文学是
一

种工

而突出政治性这
一

特点贯穿于毛泽东及其 《讲话》作 ， 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

” ？
创造社

的整个文艺思想体系 ， 这与 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从前期到后期也逐渐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

也有着一致性 。学的转变 。 １ ９２３ 年 ， 《 中国青年 》 杂志的诞生标志

经世致用精神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
也是着革命文学的萌芽 ，

要求文学担负起社会革命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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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 。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 ，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用 ， 由此产生了
一些牵强附会 、 空喊 口号且缺乏

理论开始发展和兴盛起来 ，
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艺术性的作品 。

１ ９３ ８ 年 ， 周扬指 出 ，

“

单单凭几

呈现出凝重的政治色彩 ， 涌现 出 了诸如
“

文学的篇政治论文 ， 剪接新闻上的一些消息
，
就写成抗

阶级性色彩
”

、

“

文学的政治功用
”

和
“

文学的党战主题的作品
， 那也只会产生出空洞概念 ， 标语

派性
”

等文艺主张 。口号的东西
”？

。 在周扬的理论视域中 ， 作家进步

这个时期的不少文艺理论家表现出对政治视的阶级立场和正确 的政治思想才是第
一位的 ， 而

角 的偏好 。 李大判构建起以
“

爱
”

和
“

美
”

为核作家的艺术观和艺术修养只处于附属地位 。 与周

心的新文学观 。

“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 ， 是为社扬的观点相呼应 ， 茅盾也批评了把抗战观念强加

会写实的文学 ，
不是为个人造名 的文学 ； 是 以博在人物身上 ， 只注重写

“

事
”

而不注重写
“

人
”

爱心为基础 的文学
，
不是 以 好名 心 为基础 的文的现象 。

学
；
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 ，

不是为文学本身 以周扬和茅盾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 但

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
？
在李大钊看来 ， 后来梁实秋的批评言论引发 了争议 。 梁实秋认为

，

新文学是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相统一的文学 。 早
“

于抗战有关的材料 ， 我们最为欢迎
，
但是与抗战

期鲁迅强调真 、 善 、 美的统
一

，
认为真 、 善 、 美无关的材料

， 只要真实流 畅 ，
也是好的 ， 不必把

是文艺批评的标准 。 鲁迅不同 意
“

为 艺术而艺抗战勉强截搭上去
” ？

， 又说 ：

“

我相信人生 中有许

术
”

的纯文学观 ， 主张将文学与思想倾向性 、 社多材料可写 ， 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
‘

与抗战有关
’

会功利性和革命战斗性结合在一起 ， 提出 了
“

遵的 。

”
？
梁实秋看到了当时抗战文艺的不足 ，

但他

命文学
”

的主张 。 可以说 ， 李大判 和鲁迅文艺批
“

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
”

的文艺主张由 于与时代要

评观的政治维度与 《讲话》 文艺批评观的政治视求有所疏离而遭到 了不少人的诘难 。 因
“

与抗战

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 瞿秋白早期的文艺批评也无关
”

论而受到批评的还有沈从文 。 对抗战文艺 ，

同样立足于政治视域
， 强调政治性与艺术性的融沈从文提出要避免

“

虚伪
”

、

“

浮夸
”

， 认为
“

‘

成

合 。 有学者指 出 ， 瞿秋 白
“

习惯于从政治视角切为政治工具
’

， 文学则只能
‘

堕落
， ”

。

？
这场论争

人批评对象 ， 进而进行深人的阶级分析 ， 从中引所关涉的实质 问题 ， 实际上就是文艺应当遵循政

发出切实的政治论断
” ④

。 他强调政治与艺术相结治标准还是艺术标准 。 论争 引发了文艺界对文艺

合的文艺批评观与 《讲话》 所提 出 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重新讨论 ， 《讲话》 正是把这两
“

两个标准
”

在 内涵上有其一致性 。 与瞿秋 白
一

者统一起来 ， 进而提 出 了 文艺批评 的
“

两个标

样 ， 周扬早期在分析文艺作品时也大多从政治视准
”

论 。

角切人 ， 主要立足于作家进步的阶级立场和指导《讲话》 与左翼文艺思想的联系 主要表现在

思想 。 如在分析 《雷雨》 时 ， 他认为蘩漪 、 周萍
“

文艺大众化
”

问题之上 。
１ ９３ ０ 年 ， 中国左翼作

和周冲等人物形象
“

本身就是封建家庭的构成部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
明确指 出 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

分 。 所以 ， 他们的死亡一方面暴露了封建家庭的文学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问题 。 瞿秋 白

残酷和罪恶 ， 同时也呈现了这个制度 自身的破绽先后发表 《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 《论大众

和危机
”⑤

。 在某种意义上 ， 周扬 ３０ 年代的 文艺文艺 》 等文 ， 认为革命文艺应当是大众化的文

批评观是 《讲话》 政治话语的先声 。艺 ， 大众文艺
“

要用劳动群众 自 己 的言语 ， 针对
２０ 世纪的中 国文论 ， 从早期开始就打上了 明着劳动群众实际生活所需要答复的一切问题… …

显的政治烙印 ， 这种政治使命对毛泽东和 《讲去完成劳动民众的文学革命
” ？

。 在讨论中 ， 瞿秋

话》 文艺思想的形成均产生 了很大影响 。 在 《讲白解答了
“

用什么话写 ， 写什么东西 ， 为着什么

话》 发表之前 ， 文论界所发生的一场有关抗战文写 ， 怎么样去写 以及要干些什么
”

等问题 ， 从某

艺价值和前途的论争 ， 可 以说是 《讲话》

“

两个种意义上说
， 这是 《讲话 》 文艺方向论的先声 。

标准
”

论的前奏和先声 。 在抗 日 战争的背景下 ， 《讲话》 提出 ， 革命文艺是为
“

最广大 的人 民
”

抗战文艺阵营中一部分富有爱国 热忱的作家急于服务的 ， 文艺大众化
“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

歌颂伟大的 民族战争 ， 发挥文艺的 战斗 武器作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
一

片
”？

，

？１ ６？





复调语境中 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用工农兵 自 己所需要和接受的东西去服务人民要求 、 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 ， 应当 自 觉地注重文

群众 。艺的特殊规律和审美属性 ，
遵循艺术的特殊规律 ，

《讲话》 沿袭了
“

五四
”

以来关于革命文艺与肯定作品的审美意义和 审美价值 ，
其基点就是强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 将文艺运动作为革命工作的调批评的艺术标准 。

枢纽 ，
对文艺服务的对象以及如何创造大众文艺《讲话》 所提出 的

“

两个标准
”

论
， 还明显受

作了更明确 、 系统的回应
，
并完成了 从大众文艺到苏联革命文艺话语的影响 。 沃罗夫斯基认为文

向工农兵文艺的过渡 ， 在延续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艺批评有两个标准 ： 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 。

“

我们

线索上进
一

步强调了文艺 的阶级 、 政治和意识形评价一部艺术作品 ，
就需要运用两种尺度 ： 第

一

，

态属性 。它是否符合艺术性 的要求
……第二 ， 它是否贡献

出 了某种新的 、 比较高级的东西 ，
所谓新的东西 ，

三 《讲话》 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 国化指 的就是它用来丰富
，

文学宝库的那种东西
”

。

？
这里

的第一个尺度是指文艺批评 中 的艺术标准 ， 第二

《讲话》 所提出 的很多文艺主张 ，

在某种意义个尺度则是指艺术作品 的 内容
，
即思想内容方面

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中 国化 。的标准 。 普列汉诺夫则明确 以 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

《讲话》 所提出 的
“

两个标准
”

论可 以追溯到为文艺批评的标准 ：

“

艺术作品的形式同它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原则 ： 历史观点和美学观愈相符合 ， 那么这种描绘就愈成功 。

… …在艺术

点相统一的原则 。 这
一原则最早 由恩格斯在 《卡的整个宽广 的领域 中

，
都能同样适合地运用我在

尔 ． 格律恩 〈从人的观点论歌德 〉 》 中提出 ：

“

我上面所说的标准 ： 形式和思想完全相一致 。

” ？
在强

们决不是从道德的 、 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 ， 而调思想性与艺术性 的同时 ， 普列汉诺夫尤为注重

只是从美学和史学的观点来责备他 ， 我们并不是思想性 ：

“

任何一个政权 ， 只要注意到艺术 ，
自然

用道德的 、 政治的 、 或
‘

人的
’

尺度来衡量他 。

” ？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 的艺术观。 这也是可

在谈论歌德及其作品时 ， 恩格斯对文艺批评的美以理解的 ， 因为它为 了 自 己 的利益就要使
一切意

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进行了具体深入的 阐释 ， 除了识形态都为 它 自 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 。

”
？
在他看

指出不是从道德的 、 政治 的或
“

人
”

的尺度来衡来
，
绝对的艺术标准是不存在的 ， 而且也不可能

量歌德外 ， 他还批评歌德
“

在 自 己 的作品中对当存在
，
人们对艺术的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

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在他心地发生着变化 。

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 的谨慎《讲话》 所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 ， 是对马列经

的儿子、 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 的斗争
” ？

。 典理论家所倡导的美学的观点 （ 艺术性 ） 和历史

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中 ， 他所倡导的美学 的观的观点 （ 思 想性 ） 的 具体化 和 中 国 化 。 虽 然

点和历史的观点的批评标准是针对抽象的
“

人
”

毛泽东所说的
“

政治标准
”

和恩格斯所说的
“

历

的观点和狭义的道德、 政治和党派的观点而言的 ， 史的观点
”

内 涵不尽相同 ， 但其内在精神是
一致

其用意在于反对用错误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评的 。 毛泽东所说的
“

政治标准
”

包含浓厚的历史

价作家及其作品 ，
而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文艺批意识 ，

他把抗 日 、 团结和进步作为 当时的政治标

评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 。 相反 ， 恩格斯十分赞准 。 这
一方面 与 当时延安的政治文化语境相关 ，

赏维尔特的
“

那些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篇
”

， 称另
一

方面也是为了使文艺能有助于群众改变历史 ，

维尔特为德 国无产阶级第
一个和最重要 的诗人 ，

推动历史的前进 。

并高度评论他的诗歌描述了
“

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此外 ， 《讲话》 还吸收了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

治关系的全部观点
” ？

。 在这里 ， 用历史的观点来义创作理论 ， 认为革命文艺 的创作原则是
“

社会

要求 、 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 ， 对艺术及其所反映主义的现实主义
”

，
并对当时革命文艺

“

为人民
”

出来的社会内容要结合
一定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 ， 的 目的和

“

为人民服务
” “

为政治服务
”

的方向作

作家的创作要顺应和表现进步的历史潮流 ，
其基出了积极的探索。 在 《致斐 ？ 拉萨尔 》 中 ， 马克

点就是强调批评的政治标准 ；
而用美学的观点来思批评了从观念出发的

“

席勒化
”

创作倾向 ， 推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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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

莎士比亚化
”

，
提倡从现实生活出发 ， 通过特《讲话》 产生于 １９４２ 年的延安 ， 当时 中 国 国

定环境中现实人物的真实描写 ， 揭示生活的本质 。 内的政治形势相 当严峻 。 抗 日革命根据地在 １９４２

《讲话》 则明确指 出
，
革命文艺是生活在革命作家年接连受到敌军的强烈攻击 ，

民族解放事业备受

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

“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压力 ，
需要广大人 民群众的支持 。 因此

，
加强革

却可 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 更强烈 ， 命队伍的团结 ， 取得革命队伍思想和行动 的
一致

，

更有集中性 ， 更典型 ， 更理想 ， 因此就更带普遍便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 为 了解决尖锐的 民族矛

性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

现实主义
”

高度重视 ，
盾 ， 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 ， 政治需要通过影 响和

其根本原因在于 ，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使得管理文学艺术 ， 使文学艺术运动与 当时的革命战

他们不主张 以虚空幻想和浪漫情调代替实际存在争互相结合 ， 更好地团结人民 ， 争取战争的最终

的阶级关系 ， 而 《讲话》 对人民 的生活 和面临的胜利 。 基于此
，

《讲话》
一

开始就明确提出文艺座

现实 问题如此看重 ， 则是因为 ， 在毛泽东看来 ， 谈会召开 的 目 的 ： 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的

革命文艺应当结合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 ， 帮助群
一个组成部分 ， 作为 团结人民 、 教育人民 、 打击

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敌人 、 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 帮助人民 同心 同德

《讲话》 还多次提及列 宁和苏联文学 。 在解决地同敌人作斗争 。

？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
， 《讲话 》 提到 ，

“

列此外 ， 在内战期 间
，
革命文艺运动有力地配

宁在
一

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 出过 ，
我们 的文艺应合军事上的反 围剿 ， 进行了文化上 的反围剿 ， 并

当
‘

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 ” ？

。 文艺为人民服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 在严峻 的政治局势 中 ， 革命

务 、 文艺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观点 ，
文艺的发展也面临着困境 。 由于党 内 出现过几次

出现在 １９０５ 年俄国 《新生活报》 刊载 的列 宁的文
“

左倾
”

和右倾的错误 ，
特别是王明 的机会主义在

章 《党的组织和党的 出版物 》 中 。 列宁在文 中指革命队伍内部导致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

出 ， 出版物应该成为党的 出 版物 ， 文学应具有党情绪
， 影响 了革命文艺队伍的 团结 。 而且

， 当时

性 ； 《讲话》 则指 出
，
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是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对象也不 明确 ， 文艺

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问题 ，

“

必须站在党性批判和思想斗争缺乏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
，
自 由主

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 ？之上。 《讲话》 将

“

人民
”

义思想泛滥 ， 极大地阻碍了 革命文艺 的发展 。 可

放在核心位置
，
将

“

为人民
”

和
“

如何为人民
”

以说 ， 《讲话》 正是顺应这种延安政治文化语境的

视为解决文艺工作问题的 中心和关键
，
这些观点时势需要而出现的 。

均受到了苏联文论话语的影响 ， 同 时也是革命文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是 由社会物质世界所决

艺
“

大众化
”

路线讨论的延续 ， 更是 由延安政治定的 ， 同时肯定了意识形态对物质世界的反作用 。

和文艺工作所面临的局势决定的 。在毛泽东看来 ， 文学艺术并非仅受现实状况的单

可以说 ， 马克思主义贯穿整个 《讲话》 精神 ， 向作用
，
文艺思想是在政治形势的强烈需求下应

毛泽东认为
，
文艺工作者的学习 问题 ， 就是要学运而生的

，
因此 ， 《讲话》 所提出 的诸多文艺主张

习马克思主义 。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
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 印迹。 正是针对

的 《讲话》 也被认为是
“ ‘

二战
’

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内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

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
一

”？
。现实问题

，
毛泽东试 图找 出方针 、 政策和办法 ，

并在延安政治语境的前提下 ， 对文学艺术这种意

四 《讲话 》 与延安政治文化语境识形态进行讨论 ， 使之得以完善 ， 以求得革命文

艺对政治局势和革命工作的协助 ， 从而打倒民族

在 《讲话 》 发表之时 ， 中 国面临的最大的社的敌人 ， 完成民族的解放 。

会现实是抗 日 战争这
一

严峻的时代形势 。 正是基毛泽东对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的继承 ， 是与

于当时延安面临的时代形势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的 ， 《讲话》 是马克思主

语境 ， 《讲话》 这部文艺工作的指导性和政策性文义文艺批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毛泽东在 《讲话》

件应运而生。中提出 ：

“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 中国革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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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

对话
， ，

思维


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 ，
就是说

，３〇２ 页 ， 第 ６６ １ 页
， 湖北教育出版社 Ｉ＂７ 年版 。

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 ，
经过一定的 民族形式 ， 才《＿ ０ 》 ＩＷＡＭ ８０ 。

有用处 ， 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

”？在学习和 ④黄曼君 ： 《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 》 ， 第 ５４７ 页 。

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删时 ， 毛泽东
－

直注重将
’
胃 １＃

’
胃 ２Ｍ

’
１９８４

ｉｆ
中 体

⑦梁实秋 ： 《编者的话 》
，

《 中央 日报》
１ ９３ 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４ 口 。 《讲话》 坚持将４克思主乂文艺理论与中 ａ ⑧梁实秋 ：
《与抗战无关 》 ， 《 中央 日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
这既符合中 国在革命历史 ⑨沈从文 ： 《文学运动的重造》

，
《文艺先锋》 １ ９４２ 年第 ２ 期。

条件下文艺发展的实际需要 ，
也极大地促进了中⑩《瞿秋 白文集 》 ，

第 ３ 卷
，
第 ８８６ 页 ， 人 民文学 出版社

国革命和革命文艺的发展。１９５３ 年版 。

《讲话》 受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 并将？？？？＿《毛泽东文艺论集 》
，
第 ５２

—

５３ 页 ， 第 ６４ 页 ，

“

五四
， ，

以来的文艺话语、 马克馬主义文论话语和第 ５６ 页 ， 第 ４９ 页 ，
第 ４９ 页

，
第 ４２ 页

，
中央文献 出版

中 国的政治文化语境有机地结合起来 。 多层次的社２〇〇２ 年版 。

文论话语构建与特殊的中 国经验相结合 ， 最终造Ｈ ４ ＃ ’ 胃 ２５６
－

２５７胃

就了这
－中 国现代文论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 。 《讲

２５

二
民

＝
１９７

１＝孽 出版社 １９８ １

话》 出 台后 ，
迅速成为中 国现代文论话语中 的主

’
胃

流声音 ， 其权威性地細确立 ，
不仅对当时 的文

？普列汉诺夫 ： 《艺术与社会生活》
，
韦陈宝等译 ， 《没有

艺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 同 时也规范了此后文学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 》
，
第 ２８８

—

２８９ 页 ， 人民文

艺术的发展方向 。学出版社 １ ９６２ 年版 。

［本文系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２０ 世纪中？《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 》
，
第 ２ 卷 ， 第 ８ ３０ 页 ，

人民 出

国 美学史
”

（项 目 编号 ：
１２＆２Ｄ１ １１ ） 的阶段性成果 ］版社 １ ９８３ 年版。

？钱理群等 ： 《 中 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 第 ３ ５３ 页
，
北京大

①尼克赖特 ： 《西方毛泽东研究 ： 分析及评价》 ， 《毛泽东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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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转引 自黄曼君 ： 《 中 国近百年 文学理论批评史 》 ， 第

重建
“

对话
”

思维
——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及其意义

段吉 方

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 ２０ 世纪西方文学之间会存在复杂 的阐释裂隙 。 在学理层面上深人

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潮 ， 它们之间从理论对抗 、 融这两种理论思潮 的对话过程 ，
阐释 它们之 间 的

通到对话的过程 ， 对 ２０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

对话性
”

及各种阐释裂隙所蕴含的思想能量 ，
对

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 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 。

话并不仅仅是
一

种理论上的互补 ， 更重要的是一

种深刻的思＿通与鎌 ， 这義通与发赚 当

＿

代西方文学理论发展 中也有较 明显 的理论回音 。

由于各 自研究的立足点和取向不 同 ， 面对形式主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 是彼此吸收

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思潮 ， 不同的研究者对方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观念 ， 在理论与方法的层
？１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