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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弘扬《讲话》精神 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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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毛泽东同志科

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据延安文艺现状与中国文艺特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与方向，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讲话》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的现状，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以及“如何

去服务”的中心问题，进而得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这一根本结论。《讲话》的发表，从根本上扭转了当

时延安文艺界思想上的一些混乱状态，从而将文艺工作者统一到为人民服务的基点上来。《讲话》是引导延安文艺

创作的指路明灯，在当时的延安和大后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艺创作的格局。不

仅如此，《讲话》的发表也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成熟。《讲话》涉及文艺创作的方方面面，包括文艺创作

的目的、源泉、对象、内容、方法等。这也让《讲话》不仅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品，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

艺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献。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直接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文艺创作，对今天中国的文艺创作仍

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讲话》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探讨，得出了很多具有真理意义的重要结论，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

理论的宝贵资源。一直到今天，《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唯一源泉，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等，都被实践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在指导我

们的文艺创作。在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在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的当

代，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仍然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70年的历

史充分证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

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二） 

 

  《讲话》内涵丰富，但中心十分明确，就是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

题，文艺创作的目的、对象、内容以及方法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艺术是

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大众才是文学艺术的接受主体。“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

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真正包括了人民大众，即“最广

大的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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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文艺工作就树立了坚定的方向。这样，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以及

向谁学习的问题等都有了明确的答案。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应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要在思想感情上与人

民大众息息相通，在灵魂的深处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

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



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既然

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人民大众自然也就是文艺工作的对象。为此，《讲话》指出要熟悉文艺工作的对象，熟悉

他们的生活。所以，文艺工作者第一要做的工作是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否则就可能

使塑造出来的人物“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此基础上，还要熟悉人民大众的语言。

《讲话》批评了当时的许多文艺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

的不三不四的词句”，提出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念，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

律。即使到了今天，不管文艺创作的内容如何改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仍然必须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与群

众打成一片，表现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 

 

  文艺为人民服务是《讲话》的核心观点，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点。在此基础之上，就面临如何为人民服务

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问题。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讲话》虽然着重强调了普及，但仍然

从辩证的角度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一方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

众所迅速接受”。当时延安的人民大众很多“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

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这样普及就是当时最迫切的工作。但另一方面，《讲话》

也强调提高，因为“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

着”。随着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于更高水平的文艺作品的需要也更加迫切。总之，“我们的提

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与提高始终处在辩证发展的过程中。对

于我们今天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而言，《讲话》所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仍然具有很强

的指导意义。 

 

  在谈到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讲话》提出了一个真理性的命题，鲜明地指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学

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个命题的提出，解决了人类文艺史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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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唯一的源泉，

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诚然，提倡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依赖这一观点早已有之，比如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达·芬奇、巴尔扎克等的“镜子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再现

说”，等等，但《讲话》在这一问题上有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了文艺的唯一源泉是生活，强调了这

个“唯一性”，而且还把“生活”落实到最基层的、也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中去。所以，

《讲话》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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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

过程”。当然，一贯坚持辩证思维的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因此而轻视主体的创造性。他提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

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

就意味着文艺不是对生活的机械反映，而是能动反映，实现了审美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 

 

  （三） 

 

  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讲话》精神也被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

人继承并发扬。 

 

  邓小平同志在《讲话》“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这一重要观点。他明确提出文艺与人民的紧密结合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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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

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因此，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

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希望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

理。”他着重批评了文艺创作中脱离人民与生活的现象，认为这种“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可能有感召

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因此，他再次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群众的

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进而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 

 

  胡锦涛同志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回顾以往文艺创作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



民、属于人民”。他一再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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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求全国文艺工作

者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在继承《讲话》精神的基础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样一个适应新形势的重要观点，并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把服务群众作为基点和归宿，站稳群众

立场，增进群众感情，立志做人民喜爱的作家艺术家，不断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

的优秀文艺作品，把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表明，文艺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讲话》发表70

年，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观点始终深入人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足以证明继承和弘扬《讲话》

精神的必要性。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尤其是消费时

代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新媒体的迅速崛起，我们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味迎合市场、追求高

票房高收入的文艺作品屡见不鲜，利用网络等新媒体肆意宣泄个人情感、暴露内心阴暗面的作品也时有出现，凭空

想象、矫揉造作的玄幻、穿越型作品比较流行，等等。这些现象充分表明，在新形势与新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讲

话》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坚持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对于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推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

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文艺工作者都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在社会生活中汲取

素材、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

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因此，在70年后的今天，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背景下，我们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继承和发扬《讲话》精神，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彭民权 倪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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