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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镜像中的回顾
——略谈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 □郭 艳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

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

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文协，1953年9月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于稍后的7月23日在北平正式

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作为文联团体会员的作家、艺术家组织中，中国作协最为重要。一方面，作协领导

层多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担任；另一方面作协也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从而影响当时一系列的

文学事件。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成立是第一次文代会的间接产物，是作协建立的直接产物。最初由全国文协创作部草拟了

一份《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建议建立一个国家文学院，将这一想法落到实践操作的层面。最终，因为创办国家

文学院的计划过于庞大，转而办成了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从总体来说，建立一个文学研究所符

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体的文学情境。

　　鲁迅文学院档案资料中，有一份1952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央

文学研究所于1950年10月创办，1951年正式开学。这是根据党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宣部的帮助下，并经

过中央文化部1950年工作计划正式确定及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1950年工作任务的决议，由文化部领导，并

由全国文联协助创办的。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一份关于文学研究所创办原因的书面材料。关于中央文学研究所建

立的原因，及其对于这些原因的探讨，或者可以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情境。

　　马烽是文研所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第二任秘书长，他曾积极建议创建文学院，并和田间、康濯等同志具体参

与筹办工作。刚刚建立的文联，一切工作都要委托文协代办。文协下设有创作小组，组长是田间，副组长是康

濯，组员有马烽、胡丹沸、陈淼等人。创作组没有具体创作任务，创作组的好多同志认为文化部把原北平艺专改

成了美术学院，同时正在筹备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就猜想一定也会成立一个文学院。可是经过多方打听，得知

文化部并没有创建文学院的打算。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文协，并把这一想法向主持文协工作的副主席丁玲汇报了。

丁玲肯定了这一要求，并且说，一些青年作者也要求有一个学习提高的地方，特别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一大批作

家，急需要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她和作协的其他领导人都交换过意见。

　　陈明曾经回忆：“当时（1950年），田间、康濯、周立波、马烽和我们都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他们

与丁玲有的是在延安，有的是在晋察冀就认识。大家长期相处，丁玲有一种感觉：这些同志，在战争年代就开始

写东西，但是战争环境中读书的机会很少，看作品的机会很少。如果在和平、安定的环境给这些同志们创造一个

学习的机会就好了。在和田间、马烽、康濯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甚有同感。丁玲也觉得对他们有一种责任，

就决定搞一个一边学习一边创作的环境。并向组织反映了这些想法。”

　　从马烽的回忆可见，文研所的创办实际是由文协提出的，而文协的提出，是由于具体作家的现实要求。

　　1949年筹备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文艺报》主办了几次题为“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它”的座谈

会。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茅盾谈到：苏联作家协会有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研究院如认为应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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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请到研究院去学习，在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养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

事。学生们经常提出问题来，文协应该对青年作家尽量帮助。郑振铎在这次会上说：发现一个青年作家有写作的

天才，就介绍到文艺研究院去，训练他怎样写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诺夫就是从那里毕业的。

　　根据《讲话》的精神，建立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尤其是从工人、农民、士兵中发现培养作家成了一项重要

的战略任务。延安时期已经具有一定的写作成就和经验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必然成了培养的重要对象。

　　作为文研所的创办人，丁玲在1950年2月“谈文学修养”时提到，要从事于文学工作应该有长期打算，积累

生活经验，要不断地学习—写作—生活—学习—写作。同时强调多读文学书籍，古典、现代与当代的书都能够提

供给人丰富的知识与写作经验。最后提出关于学习、生活和写作的几种态度：一是虚怀若谷；二是要老老实实；

三是自己有见解，用自己的进步来修改自己的错误见解；四是要坚持，经得起刺激、挫折和失败。这是丁玲在

“大众文艺星期讲演会”上的讲演，经过整理刊发在《文艺报》上。8个月之后，文研所第一期开办，作为第一

任主任，丁玲对于文学与创作的认识当然对文研所的办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1949年9月25日，茅盾在《一致的要求和期望》中谈到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加强创作活动。他提

出，在创作活动上不应当小视已有的成就，已有的成就是够辉煌的，然而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创作活动是落在

现实要求之后。革命在全国胜利了，新形势提出了新的问题。放眼一看，在农村，在城市，新问题随时在发生，

也随时在解决，新困难也随时在发生，随时在克服，经验在积累，新的人民英雄在积极涌现。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茅盾提纲挈领地提出了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和期望，将个人性的文学创作，提高到家、

国、历史使命的高度。要分历史家的半席，做半个太史公，写出可以垂之久远的文学作品，最起码是半部《史

记》。茅盾此时的话语充满了对于宏大革命历史的庄严感，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境中，显示出某种绝对的

单纯与明朗，而这种自觉地发自内心的时代认同感，才是无数经历和反映这段历史的写作者们之所以去写的“元

动力”。而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经历过这些宏大革命历史的国统区作家，即便是进步的国统区作家，也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丧失了写的“元动力”。文协领导人茅盾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所谓诗可以兴、观、群、

怨。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刚刚建立，资深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的氛围，提出了

时代具有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要求。对于茅盾、丁玲这类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的作家们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变

革中，文学在承载政治意义的同时，更多承载了太史公的叙事身份与责任。

　　周扬在“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年工作任务——在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议上的报告要点”谈到：

1950年文联应该做的工作，第二条就是筹办文学研究所，征调一定数量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工作能力的文

艺青年，加以训练，提高其写作水平。周扬从中宣部的角度，提出了切实的文学工作任务，而创建文学研究所就

是其中八项任务之一。以周扬为代表的主流话语，更多在宏观的层面上把握文学状态，强调文研所教师和学员的

数量和质量。文学研究所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新中

国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干部的学校。

　　《文艺报》和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是文协的机关报，也是当时文艺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当时在同苏联

的类比中，《文艺报》指出当前对于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表现，是缺失的。同时《文艺报》非常明确具体地提出

了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内容，侧重点是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事件、英雄人物。从这里可

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主要承载的是政治意义，而政治意义才是所有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正是这些相当敏锐的

前沿理论家，指出了5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不足，同时暗示整个50年代文学整体走向：重现几大战役的辉煌和再

现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整个十七年文学史也的确沿着这样的思路延展。

　　《文艺报》在创刊之际，有相当多的关于苏联文学和作家的报道。1949年10月10日，在文协的会议厅，应

文协主席的邀请，法捷耶夫谈文学问题的座谈会在此召开。文协方面参会的有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胡

风、冯乃超、俞平伯、赵树理、冯雪峰、曹靖华、黄药眠、萧三、沙可夫、巴金、周立波、田间、艾青、冯至、

钟敬文、刘白羽、何其芳、陈企霞等。座谈会上提出了“苏联的作家是怎样进行政治的与艺术的教育”这一问

题。法捷耶夫回答时，首先简单介绍了作家协会领导下的创作组这一类的机构。这一组织机构的领导者都是苏联

有声望有经验的作家；其学习内容除了和各大学文学系类似的课目以外，还有专门创作方面的课程。在这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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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里学习出来的不一定都有很好的成就，如果他们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就送他们去做教学工作或编辑工作，因

为他们有文学知识。也有许多作家不一定是从这里学习出来的，而是靠自学的。在文学俱乐部内有文学方面的系

统的讲演，大家可以自由去听。此外，马列学院也经常举行各种讲演，不仅讲文学理论，而且也讲政治理论。从

这些系统讲演里面也培养出不少作家来。法捷耶夫的回答非常具有启发性，从后来文学院的创建来说，提供了机

制与教学模式的某种参考。在稍后进行的筹备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中，许多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人又参与了具体的

筹备工作。

　　1950年3月9日，由陈企霞负责起草了一份《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参与者还有刘白羽、周立

波、雷加、艾青、曹禺、赵树理、宋之的、陈淼、碧野、杨朔、何其芳、柯仲平等。1950年4月24日，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文化部打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创办‘国立文学研究院’申报理由及构想”。同时，文联

党组也有一个报告。二者的开头是：根据文化部1950年工作计划及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1950年工作任务的

决议，今年要创办国立文学研究院。

　　在这两份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到了学校可定名为国立鲁迅文学院，建议初步筹备工作由下列同志负责：丁

玲、沙可夫、黄药眠、杨晦、田间、陈企霞、康濯七人组织筹备处进行工作，由丁玲负责。文研所的讲课以讲座

形式为主，聘请当时北京的知名学者给学员授课。除了创作课程之外，马列主义政治与文艺理论课程也占有相当

的分量。同时，当时文研所读书风气很浓厚，思想活跃，社会实践活动参与度很高。

　　总而言之，由全国文协创作部草拟一份《创办文学院建议书》，要求建立一个国家文学院，将这一想法落到

实践操作的层面。文学研究所的筹备实际上是暗合了当时国家文化与文艺政策、文协领导的文学理念、具体创作

者的文学理想等因素，所以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研究所。新中国建立之后，“新

文化（文学）”的建设依靠什么人来实现，是文学建设中的一个难题。中国作协直接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则在

相当深入的程度上，回答了如何培养新文化建构者的问题，从作家、作品、创作和出版等方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

后50年代的文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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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国非洲研究年鉴（2022）》编纂工作启动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沈满洪代表：建议制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法》
代表沈满洪：建议制订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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