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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列宁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①

孙岳兵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列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轨迹，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阐明了文艺与生
活、与人民、与革命等辩证关系，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毛泽东将列宁文艺思想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生活是唯一源泉的文艺本质、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向、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革命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一系列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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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列宁的文艺思想
（一）文艺本质：文艺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

种，它同样是现实存在的模写或近似的反映

文艺的本质是什么，与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

关系？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在回答这个问题

时，往往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他们总是以不

同的方式说明文艺是神赐的“理式”“理念”或是

作家主观心灵、情感的表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第

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认识不是来自天赋的观念，不是来自头脑本

身，而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恩格斯说：“我

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

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①在马

克思、恩格斯看来，文艺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

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

列宁认为文艺是一种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

他在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深刻揭示了文艺的本

质：文艺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它同样是现实存

在的模写或近似的反映。列宁的文艺反映论，是

一种辩证的、能动的现实主义反映论。其一，列宁

强调文艺必须客观地、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质或

某些本质方面。他把真实性作为评价伟大作家作

品的重要标准，称赞托尔斯泰是一位天才的艺术

家，主要就在于其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俄国社会生

活的图画，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本质，是

“俄国革命的镜子”。其二，列宁强调认识主体的

能动作用。他认为，作家艺术家反映生活是一个

复杂的、曲折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具有主观能动

作用，不能像一般社会科学那样，舍弃现象、直接

陈述理论观点，而应充分尊重文艺反映生活的审

美特殊性。因此，“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认

作现实”，它不等同于生活，只是“近似正确的复

写”而已②。其三，列宁指出认识过程是一个辩证

的发展过程。外部世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

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而是在运动的永

恒过程中，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

中”③。因此，艺术反映的是不断变动的、日新月

异的生活，而不是反映并不存在的“人类的最终

稳定状态”，因而艺术对生活的反映随着生活的

发展而发展。

（二）文艺方向：艺术属于人民、艺术为人民

服务

文艺方向是指文艺站在谁的立场，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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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

无产阶级文艺阶级性、党性的具体体现。马克思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在剥削阶级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文艺成为有闲有钱阶级专

属的享受和消费，成为统治阶级贬低民众、分化劳

动阶级的工具，文艺自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方向，认为文

艺应该“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

者”①。列宁对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了深化，主张

文艺应该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

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②。这是

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

的最大区别，从根本上划清了无产阶级文学和一

切剥削阶级文学的界限，指明了无产阶级文艺的

发展方向。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提出了艺

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指明了实现这

一主张的具体道路，那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有其最深厚的基础；必须使艺术为群众所了解和

爱好，使艺术始终以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为旨归，并且要关心群众的艺术，努力培养来自群

众的艺术家。为此，列宁认为首先要努力提高人

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否则，艺术属于人民，为人

民服务就成为一句空话。其次，要向群众提供真

正的、伟大的艺术，以不断提高群众的艺术欣赏水

平。可以说，列宁关于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

服务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

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方向论是以阶级论为基础

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艺术应当具有倾向性、

党派性……都要与党的思想与革命斗争相一致。

在列宁看来，超阶级、无党性的文艺是不存在的。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文艺首要的特性就是党性，就

是直率地、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

的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无产阶级的事业

服务。正如列宁所强调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

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

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

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③当然，列宁

强调文艺的阶级属性，并不否认文艺的特殊规律

性。他要求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必须在认识和

把握文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三）文艺创作：社会主义新文学要对生活作

真实正确的描写

关于文艺创作原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倡导

“现实主义”。恩格斯最先提出现实主义理论，他

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④列宁非常

重视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要求社会主义新文

学要对生活作真实正确的描写，真实反映“事物

的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能够最充

分、最鲜明地再现实际的现实和实际的人物性格。

列宁曾猛烈抨击艺术创作中粉饰现实和否认艺术

的客观根源的各种唯心主义倾向，在他看来，现实

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反映生活的现象折射

出深刻的生活本质。所以，列宁经常劝告作家要

更接近生活，鼓励作家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文艺作

品的内容和审美灵感。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思想的另一重大

贡献，在于其从文学的党性原则出发，强调先进的

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意义。他认为，要使作

家成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必须要有科学的

世界观，要帮助作家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培

养对人民对革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事物和社会生

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力，窥见现实及其矛盾的深处，

从而能更真实地更本质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正是

现实主义对作家的要求。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

用革命思想去教育和影响作家转变错误的立场观

点，要求文学创作要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注重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社会主义政治倾向与美

学倾向，挖掘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人民生活的题

材。他号召作家们深入生活，研究现实，特别要注

意观察新事物的幼芽，表现“未来的火花”的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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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艺批评：一部伟大的作品，不仅体现

在艺术真实上，而且体现在思想上深刻揭示反映

对象的本质

列宁强调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艺术并

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①。列宁认为，艺术

真实只是生活真实的局部和近似。我们不能要求

文艺作品和生活“整体真实”的完全一致。当然，

艺术的真实并不是生活存在的个别的、非本质的

事件，而是扎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土壤里的，要求

通过典型形象揭露生活的本质。

二　毛泽东对列宁文艺思想的继承与
发展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过

程中，深刻阐明了文艺与生活、与人民、与革命等

辩证关系，列宁的这些论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和经验借鉴，是毛泽

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不少研究毛泽东的

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都对

毛泽东产生过深刻影响，其中列宁的影响更直接、

更深刻、更重要。“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

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

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②在文艺理论方面，

列宁的文艺论著是毛泽东读得最多，也是最熟悉

的。毛泽东的代表性文艺论著《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仅引用过两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重要文艺观点，而两次都是引用列宁的代表性

文艺论著《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可见列宁文

艺思想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美国学者斯图尔

特·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实际

上追随的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这个观点不无

道理。中俄两国社会文化性质、特点的相似，革命

形势、任务的相同，作为各自国家的开创者，列宁、

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面临着类似的

文化使命和时代课题。首先，中俄两国具有相似

的东方文化性质和特点。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

家，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和手工业

为基础；政治上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臣

民没有任何权利；文化上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

起码的受教育的权利，基本上都是文盲，广大底层

民众受宗法制思想影响极深。其次，中俄两国的

革命形势和任务是相同或近似的。正如毛泽东所

说：“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

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

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

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

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③

（一）文艺本质：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文艺本质观，并在文艺

本源问题上作出了新论断。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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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

术原料的矿藏…… 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④这个源泉只有这

一个，没有第二个。为说明文艺源泉的唯一性，他

特地强调“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⑤，这

些作品的创造，也是源自于古人和外国人彼时彼

地的人民生活。没有哪一件艺术品可以割断与生

活的联系，都是特定社会生活在创作主体头脑中

的反映。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社会生

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只有到人民生活中去，才发

现活泼的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才能获得文艺创

作的第一手资料，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不熟悉

生活，没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基础，就无法进行创

作。许多优秀的不朽的文艺作品，都是作者长期

的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１９３８年 ４月，他在延安
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就指出：“你们是青年艺

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

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⑥

毛泽东十分认同列宁的能动反映论观点。他

认为，文艺也不应该是生活的机械的“摹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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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不是机械地反映和简单地再现社会生

活，“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

程”①。社会生活经过作家的头脑，创作出作品以

后，必然要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从另一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文艺所反映的生活真实，是艺术的再创造

的真实。毛泽东的文艺反映论是在文艺本源问题

上最为明确、最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不仅

承认现实对于艺术的先在性和决定性，而且承认艺

术在反映现实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艺术劳动的成

果对于现实的影响和反作用。毛泽东阐述文艺与

生活的关系，其目的和出发点与列宁也不尽相同，

列宁是通过批判党内日益滋长的主观唯心主义来

弘扬辩证唯物论，使党在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达

到新的团结。而毛泽东通过明晰文艺根源问题，澄

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糊涂的文艺观念，为文艺家必

须深入群众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

文艺是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是列宁与毛

泽东的一致观点。然而，文艺如何能动地反映社

会生活，毛泽东比列宁探讨得更深入、更全面，他

在列宁能动反映论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６
个“更”的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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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是毛泽东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美学观点。

首先，说明了艺术美与生活美的辩证关系。“更

高”是说文艺作品反映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具思

想深度。“更强烈”是指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

生活可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具有情感的冲击

力。怎样才能达到“更高”“更强烈”呢？这就需

要通过艺术想象虚构艺术情节，提升现实生活，现

实生活经过作家的能动反映和典型化创造之后，

成为了高于生活的艺术形态。可见，文艺对生活

的认识是一种审美的感悟、认知，两者不仅是反映

与被反映的关系，还是审美关系。这是毛泽东对

于一切文艺审美特征的本质概括，进一步发展了

列宁的文艺反映论。其次，“六个更”强调了艺术

典型的独特性质。从生活现象到艺术典型的思维

过程，就必须使社会生活经过典型化，把社会生活

的矛盾和斗争集中起来，更有深度、更具情感冲击

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文艺能动地反映生

活的最高表现，就是通过把日常现象中的矛盾

和斗争典型化，创造出比实际生活“更典型”的

艺术典型，而这种艺术的“美”正是人民所要求

的。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

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等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论

述，但未来得及在理论上对于整个典型化原则

作出概括。直到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艺术所

反映的生活和原生状态的生活的区别，第一个

从理论上把典型化原则推到了更完善、更全面、

更概括的高度，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再次，“六个更”指出了艺术影响的普遍意

义。前面五个“更”字集中到一点就是“更带普

遍性”。艺术作品或艺术形象是理想性与现实

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结合体，它所反映出来的

生活可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能够反映社会历

史生活的整体面貌。正是由于前面五个“更”作

为先决条件，文艺作品才能通过具体生活现象

描绘，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

（二）文艺方向：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

工农兵服务

虽然列宁早就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但直到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抗日根据地文艺界的很多同志
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在一

些文艺工作者的头脑中“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为解决这个问题，１９４２年 ５月，毛泽东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

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即“工

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③。他

再一次郑重强调“文艺为人民”的思想，并结合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具体分析和解决了文艺为

什么人服务、怎么服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其一，界定了“人民”的内涵和范围。在毛泽

东的文艺思想中，“人民”是一个强调最多的高频

词和关键词。毛泽东主张人民是个历史范畴，如

表１所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概念有着不同
的内涵和范围。

４２

①

②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９－８７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４９－８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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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人民”基本范畴的发展变化

时　期 基　本　范　畴

新民主主义时期

领导阶级：工人。主力：人民武装队

伍。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农民。

革命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

群众和知识分子。９０％以上的人属

于“人民”的范围。

社会主义时期

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

于人民的范围。

其二，明确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列宁

曾提醒艺术家们，“应当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

眼前”，但第一次明确提出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

务的是毛泽东。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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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

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都坚持文艺“首先

是为工农兵的”。因为工农兵占人口的绝大多

数，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在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主力军。把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作为文学艺术

的接受主体，在实践上把文学艺术从少数文化人

创造的主要以市民知识分子为接受对象的狭小天

地解放出来，使之转向人民大众，这本身就是对马

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服务对象的突破与发展。

其三，指明了如何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详细

具体地阐明了文艺怎样为人民服务。首先，文艺

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群众，体验和研究人民群众

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熟悉他们，向他们学习，

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感情。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

民大众的立场，创作出来的作品才真正为人民。

其次，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毛泽东认为广大人民

群众长期受到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

迫，文化程度很低，迫切需要“一个普遍的启蒙运

动”，即通过简单易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文艺作

品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自信，团结一致去

和敌人斗争到底。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

高，普及工作必须不断提高层次。革命文艺要为

人民大众服务，必须把大众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他

把普及与提高比喻为“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指出在抗日战争革命根据地，为了团结广大人民

群众与敌人作斗争，“雪中送炭”的普及工作更为

迫切。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作了阐

述，而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上没有提及，列宁也只

是浅尝辄止，因而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又一贡献。

其四，进一步强化了文艺的党性观念。列宁

认为文艺首要的特性就是党性，不存在超阶级、无

党性的文艺。毛泽东将列宁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

的发挥。他认为，在阶级社会，超阶级的艺术和抽

象的人性内容是不存在的，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

一切文化 “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

治路线的”②，只是不同的文艺为不同的阶级服务

罢了。而且，不同阶级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存在

不可调和的矛盾。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

轮和螺丝钉”。因而，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党

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

（三）文艺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艺反映生活，源于生活，生活的多样性决定

了文艺必须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品格。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重视文艺中的创作自由和内

容形式的多样化。列宁指出：“在这个领域中是

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③我们既要坚持无产阶级

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要充分发挥作家、艺术家创

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

的艺术，提倡自由发展的思想。毛泽东继承并发

展了这一思想，他在１９４２年５月召开的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指出，文艺界不应该仅有单调这一色彩，

“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④。从那

时起，关于“双百”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随着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宣告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

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而我国

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极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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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３－８６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３－８６５页。
《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６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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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文艺领域普遍存在过多的用行政权力强力

干涉科学文化具体工作的现象，教条主义、宗派主

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做法屡见不鲜，大量孰是孰

非、谁对谁错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阻碍着

科学文艺事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发展和繁荣科

学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不同艺术形式的发展

以及不同学派、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成为摆在毛

泽东和党中央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

下，在１９５６年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

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就是“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

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①。毛泽东

认为在科学文艺领域一定要有充分的自由空间，

“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文化艺术应该有

所发展、有所开放、有所创新，学术问题应该海纳

百川、兼收并蓄，反对教条、单一和保守。“双百”

方针实质就是坚持文艺发展要多样化，最大限度

地调动和发挥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实现科学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这一方针既尊

重了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特

点，又保护了学术和与艺术的自由发展，既真正体

现了文艺发展的规律性和开放性，也体现了毛泽

东对待科学文艺的开放包容的态度。

“双百”方针不仅是指导科学艺术繁荣发展

的工作方针，也是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在内

的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在毛

泽东倡导下，“双百”方针以其科学性、包容性、时

代性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科学文艺界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生动景象。然而好

景不长，由于当时极少数人借口“百家争鸣”，发

表了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激言

论，致使毛泽东对形势作了错误判断，掀起了反右

派运动，使仅仅实行了一年时间的“双百”方针遭

到严重挫折。尽管毛泽东后来也曾强调要坚持

“双百”方针，但强调的是“双百”方针在阶级斗争

中的作用，使“双百”方针的性质和方向发生了歪

曲。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双百”方针就名存

实亡了。尽管其执行中的一波三折曾经给我们留

下过深深的缺憾乃至损失，然而，其思想是珍贵

的，它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巧妙、充分

地表达了如何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科学内

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

“左”倾错误，在改革开放中恢复和发展了“双百”

方针，积累了新的经验，迈出了新的步伐，使之顺

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体现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至今，

“双百”方针仍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

基本方针，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科学指引，发挥

着重要作用。

（四）文艺创作：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关于文艺创作，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现实主义

主张。社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生活本身还不

是艺术。“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

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 的‘写实’

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②。

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经过质的变化和

思想飞跃，又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在文艺创

作原则上，毛泽东一直都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并在１９５３年秋召开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
表大会上正是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

的最高准则。正如列宁所指出，要使文艺工作者

成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必须要有先进的世

界观。毛泽东也十分强调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

重要作用。他指出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种种问

题，首先是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问题。“同志们

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

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③。他希望创作主

体自觉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以正确的“态度”进行创作。只有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生活。毛泽东的

新贡献，不仅表现在他从整个革命文艺队伍思想建

设的高度强调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而且

表现在他阐明了实践在文艺创作中联系文艺与生

６２

①

②

③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４－５５、２２９页。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６－１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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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主观与客观的桥梁作用。从生活中来，又回到

生活中去，即认识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指

导实践，推动社会的变革。这是创作理论中的又一

个辩证法。创作主体只有投身到群众的生活斗争

实践中去，才能获得正确的创作思想、创作情绪和

审美情感，使自己的头脑成为正确认识和反映现实

生活的思想工具，从而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需

要、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

关于文艺创作方法，毛泽东主张“革命浪漫

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１９３９年毛泽东以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为内容给鲁

迅艺术文学院题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他又声明：“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

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将上述思想进一步明

确化和规范化，并于１９５８年明确提出“革命浪漫
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统一”的主张，受到众多

的权威的作家、艺术家和无数文艺欣赏者的拥护。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早已存在，但

毛泽东并不是一般地提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而是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以

区别于消极浪漫主义和旧现实主义，并且要求二

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周恩来对此曾经作出了精辟

的阐释，即“浪漫是理想，现实是基础”；“既要有

理想，又要结合现实”。可以看出，提倡“两结合”

的创作方法，基础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主导方面

是理想，是浪漫主义”①。就是要求我们的文艺既

要以革命的理想主义为指导，放眼未来，又要立足

现实，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把革命理想融会于现

实主义的描写之中，从而为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

现实主义赋予了新的性质，而不是原有的形态。

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进行文

艺创作，在作品中把客观现实和革命理想结合起

来，把求实精神和革命气概结合起来，把革命实践

和历史趋向结合起来，从而使文艺成为“引导国

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②推动历史前进。这就是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这一创作方法

的提出，有着坚实的现实生活的依据。毛泽东本

人的诗词、书法创作等艺术实践，为其提供了大量

的感性认识；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理

论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渊源；当然，最终起决

定作用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两结

合创作方法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

见，“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既是对文艺实践经验

的科学总结，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客观

要求。毛泽东正是在总结前人实践成果的基础

上，立足中国实际，把“两结合”的理论推进到一

个新的高度。

（五）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

第二

列宁现实主义革命功利的文艺批评思想，决定

了他文学批评的标准是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的

美。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文艺

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

准。”③诚然，毛泽东产生这一思想和他本人的经历

和身份是不开的。在长期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的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强调政治的重要性，调动一

切因素为政治服务，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化的主

要标准自然就在情理之中。毛泽东提出文艺的政

治标准，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他反对把政治标准看

成线性思维的东西，他明确地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

的政治标准，主张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去诠释，如

抗日战争时期，把“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作为重

要标准，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重要标准转变为“有利

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见，毛泽东

关于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显然是以文艺的功利性

为出发点的，他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毛泽东直

接把实践标准运用到文艺领域，指出实践结果即社

会效果是检验文艺作品的最后标准，是标准的标

准。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

两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毛泽东既确立了政治标

准，又主张多样化，在文艺批评中贯彻了“政治和艺

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

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④。毛泽东关于文

艺批评标准的理论是其文艺思想的精华，洋溢着

７２

①

②

③

④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５页。
《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８－８７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６９－８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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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思想的光辉。

有人认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

够全面、不够科学，因为在艺术作品中政治和艺术

是水乳交融、不可分离的溶合在一起，勉强把它分

为第一第二，就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应当说：不是

政治标准不科学，而是理解贯彻不科学。毛泽东

指出，政治不能与艺术划等号，“缺乏艺术性的艺

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①，可见，毛

泽东并没有忽视艺术标准，而是以两者相统一为

前提。应当承认，“左”的倾向曾经使我们的 文艺

批评出现过在一定程度上把艺术和政治割裂开来

的现象，在具体实践中，很容易把“政治标准第

一”变成“政治标准唯一”，追求临时的、直接的

政治效应。这种文艺批评，无疑不利于文艺创作

的繁荣。过于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也是有失偏颇

的。文艺与政治密切相关，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

上层建筑现象，但两者不是从属关系。后来的事

实也证明，这个口号被曲解为简单要求文艺创作

机械地和生活对号，去图解政治，削弱了文艺以情

感人的特殊作用。

总之，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与

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

的历史时期、新的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列宁的

理论探索和成功经验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直

接的理论渊源，也为毛泽东领导我国文艺事业提

供了具体指导和有益借鉴。而毛泽东在继承列宁

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有了新

的探索和成功实践，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文

艺思想。这种继承与发展，不仅体现在对文艺本

质、文艺方向、文艺方针的认识和把握上，还体现

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等具体操作层面，给我们留

下了一笔系统的、宝贵的理论财富。当前，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以及文化多样化发展，各

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给我们在思维模式、社会心

理、价值观念等方面带来了新的认识的同时，也存

在着一些错误认识和倾向。我们一方面要勇敢坚

定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

义文艺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大胆解放思想，推陈

出新，创造出体现时代特色，满足群众需求，弘扬

“中国梦”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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