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发动侵

华战争。1937 年 9 月 6 日，根据国

共两党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

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

成 立 了 边 区 政 府 ，首 府 定 于 延

安。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一大

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作

家丁玲、诗人艾青、小说家罗烽、

画家华君武、作曲家冼星海、文坛

名将茅盾、剧作家贺敬之、哲学家

艾思奇、科普作家高士其等爱国

志士、文艺青年、专家学者也投入

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之中，为延安

的文艺大军注入了新鲜血液。

据统计，上世纪 40 年代初期，

延安形成了约 4 万人规模的知识

分子群体，一时成为活跃的文化

之都。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运动

也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先后成立有

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

界救亡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

会边区分会等各类文艺团体，并

且克服纸张和印刷设备匮乏的困

难 ，就 地 取 材 ，创 办 了《前 线 画

报》、《文艺突击》等文艺刊物，且

在《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和《解

放日报》上辟有文艺副刊，刊登了

大量文艺作品，促进了延安文艺

运动的蓬勃发展。

《讲话》为何延迟发表

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

学 习，解 决 文 艺 界 的 诸 多 问 题，

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党中央在

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

者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凯丰

主持，100 多名延安文艺工作者受

邀参加。在此期间，先后召开了

三次大会，其余为小组讨论。5 月

2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

讲 话，说 明 开 会 的 目 的，随 后 萧

军、丁玲、欧阳山、艾青、周扬等相

继发表意见；5 月 16 日召开第二次

会议，主要为讨论发言；5 月 23 日

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作了总

结。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就是后

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讲话》联系了“五四”以

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高度，阐明了文艺

工 作 的 方 向 问 题、道 路 问 题，指

出：“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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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规定了一系列完整

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提

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

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

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

的讲话并没有马上发表。因为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根据提纲、结合会议讨论的实

际情况现场演讲的，《讲话》由速

记员现场记录。毛泽东在 5 月 23

日作“结论”部分讲话时说：“这个

讲话不是最后结论，同志们还可

以提出不同意见，等到中央讨论

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

结论。”后来，毛泽东嘱咐秘书胡

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在速

记稿基础上，胡乔木参考自己的

笔记调整了《讲话》次序，将“ 引

言”和“结论”的讲话内容合成一

篇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在

整理稿上仔仔细细地做了修改。

直到 1943 年 3 月 13 日，为配

合延安文艺界遵照《讲话》精神掀

起的下乡热潮，经毛泽东同意，才

在《解 放 日 报》上 刊 登 了 毛 泽 东

《讲话》的部分内容。这是《讲话》

首次公开发表。1943 年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讲话》

经毛泽东再次修改润色，全文发

表于《解放日报》第一、二、四版

上。翌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

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通知》，要求把《讲

话》“尽快印成小册子”，广大党员

干部要进行深入学习。

国内外诸多版本

从 1942 年到 1953 年 11 年间，

《讲话》产生了3个不同版本：速记稿

版本、1943年版本和1953年版本。

1943 年《解放日报》公开发表

《讲话》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解放

区纷纷翻印、出版《讲话》的单行

本。1943 年 10 月，解放社采用通

改报版的方法，首先出版了 32 开

本的《讲话》单行本，文前附《解放

日报》的按语。人们习惯称之为

“解放社本”或“43 年本”。

而在其后的 6 年多时间里，

《讲话》共翻印、出版了 40 多个版

本，包括西北抗敌书店、中共晋绥

分局、太岳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

店、华北大学、西北新华书店兰州

分 店 和 新 疆 分 店 等 发 行 的 单 行

本。在单行本中，有的去掉了解

放日报社的编者按，加上了 1943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总学委的

通知；有的附录了 1943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

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有的则附录

了 1944 年 10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

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话——《文

教统一战线方针》（摘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

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重要文章——形成《毛

泽东选集》。为此，毛泽东第二次

对《讲 话》进 行 了 修 改 。《讲 话》

1953 年版是毛泽东在 1943 年版的

基础上亲自校订、修改的定本，后

来收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

泽东选集》第三卷。

在此之后，《讲话》的单行本、

选读本、汇编本等在全国大量发

行，其中包括蒙古文、藏文、维吾

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多种民

族文字译本，为各民族深入学习

这一重要历史文献提供了便利，

在民族文艺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

发挥出其指导作用。

随着《讲话》在国内的影响不

断扩大，在国际社会新闻、出版、

文艺、学术界也引起广泛关注，先

后被译成多种文字。1945 年，首

个 外 文 译 本 由 朝 鲜 咸 镜 南 道 出

版。次年，又有汉城大学译本出

版。1946 年，新日本文学会主编

出版了由千田九一翻译的《讲话》

日译本，书名改为《现阶段中国文

艺的方向》。1950 年左右，印度除

出版《讲话》英文本外，还用孟加

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

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多种

印度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单行

本。1949 年，法国出版了《讲话》

的法文译本，一些拉美国家据此

译 本 转 译 为 西 班 牙 文 和 葡 萄 牙

文。同年，英国《现代季刊》刊载

了《讲话》英译文，民主德国又据

此发表了德文节译本。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美国、波兰、匈牙利、意

大利、古巴、巴西、苏联、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出版了多个

语种的译本。

当时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讲话》不仅在解放区广泛传

播，在当时的沦陷区和国统区也

冲破层层封锁，以各种形式出版

发行。1944 年春季，地下党员将

《讲 话》带 到 上 海 ，秘 密 刻 印 散

发。1945 年 10 月 20 日，《新文化》

创刊号上登载讲话“引言”和“结

论”的部分内容，为避免国民党的

新闻检查，标题用《革命文艺的正

确发展》。在香港，文艺工作者利

用其特殊的环境，大量印刷发行

《讲话》。1946 年 2 月，香港灯塔出

版社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

了《讲话》单行本，并且封面绘制

了一个红色的灯塔，寓意双重：既

是灯塔出版社的灯塔，又是文艺

方向的灯塔。重庆等地的进步文

艺工作者，也将《讲话》的内容摘

要刊载，或出版《讲话》的单行本。

同时，对《讲话》的学习活动

也 在 国 统 区 进 步 文 艺 界 全 面 开

展。周恩来组织和领导重庆文艺

界对《讲话》进行学习，大力弘扬马

列主义文艺理论，反击国民党的腐

朽的文艺观。受其影响，郭沫若、

茅盾、邵荃麟、穆文等先后撰文，

检讨国统区文艺作品的问题。郭

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

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

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

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

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

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

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

民的主位”。《讲话》由此成为国统

区进步文艺界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此之后，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

的诗歌创作，茅 盾、巴 金、老 舍、

沙 汀、艾 芜、路 翎 的 小 说 以 及 曹

禺、夏衍、陈白尘、吴祖光的戏剧

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

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讲话》影响下的文艺创作

《讲话》激励了大批的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

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些

作品不仅极大地繁荣了解放区乃

至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化建设，更

对现实的斗争生活起到了巨大的

鼓舞和推动作用。在《讲话》精神

指 导 下，解 放 区 在 文 艺 理 论、小

说、戏剧、诗歌、报告文学、散文、

民间文艺、儿童文艺、音乐、美术

等方面均出现新面貌并取得了巨

大成就。

本次展览遴选了《讲话》诞生

至 1949 年间出版的 130 余种耳熟

能详的解放区出版物，包括孙犁的

代表作《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

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有被誉为

“解放区儿童文学的拓荒者”刘御的

《儿童歌谣》、辛安亭的《儿童谜语》

等备受瞩目的解放区儿童文艺作

品。另外，茅盾的《团的儿子》、阮

章竞的《漳河水》、丁玲的《太阳照

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

雨》等十余种名家珍贵手稿也同

期展出。限于当时的造纸印刷技

术，这些文献保存至今纸张已 发

黄陈旧，但因其忠实记录了当时

政 治、经 济、文 化 等 各 领 域 的 变

革信息而愈显珍贵。

（本文据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的材料整理，本版图片由国家图

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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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亮“ 文 艺 的 灯 塔 ”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编者按：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组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全面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系统地回答了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中国革命

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解放区与新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事业的发展，直至今天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依然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讲话》发表 70 周年之际，5 月 18 日，国家图书馆举办“文艺的灯塔——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 周年馆藏文献展”，展览甄选展出珍贵历史文献 300 余件、珍贵照片 100 余幅，系统展示了延安文

艺座谈会的背景、《讲话》的核心内容以及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我国文艺创作取得的成绩。本刊特整理部分文字和图片，重温《讲话》精神及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以飨读者。

1942年 5月 2日，延安文艺座

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

会议。

毛主席一到会场，与会者马上

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

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

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笑着说：“写

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

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

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

着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

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

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

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

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

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

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

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

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

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

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

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

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

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

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

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

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由谁先发言呢？丁玲说萧军

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萧

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地讲了《对

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

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

艺的看法。毛主席一边听着，一边

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微微点

头，时而插上几句话。休息时，女

作家白朗打趣地说：“主席，今天可

还得请我们吃一顿啰？”毛主席笑

着说：“小米饭是有的。”三天会议，

大家时而三五成群地蹲在会议厅

外面边吃边聊，而毛主席吃着饭，

还在翻看记录，思考着问题。

5 月 16 日，座谈会举行第二

次会议。毛主席、朱总司令继续

听取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团长

柯仲平讲了他们下乡演出的盛

况，说群众看了演出送来许多慰劳

品。“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

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

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

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

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

到。”与会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

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

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

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

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

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

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

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

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

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

到的东西更多。”他说：“前方的战士

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

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

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主席十分赞赏他的发言，说还是

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5 月 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

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

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

界第一作家”“鲁迅一直是革命的，没

有什么转变”“鲁迅从来不写歌功颂

德的文章”等观点提出批评。他说：

“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

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

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

群众批准。”关于转变问题，他说：“岂

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

经历说道：“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

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他又

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

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毛主席作“结论”。他

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

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他说：“我们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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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

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

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

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

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

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

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

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

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43 年 10

月 19 日，《讲话》公开发表在当天

的《解放日报》上。在《讲话》精神

的指导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

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

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

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

了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

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

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

赴农村与前线。

（原载于1992年5月5日《解放

军报》，《人民日报》1992年5月21日

转载时略有增补。此处为节选。）

敲 响 延 安 的 锣 鼓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艾克恩
鲁艺秧歌队的于蓝表演《挑花篮》（1943 年） 徐肖冰 摄

毛泽东 1944 年 1 月 9 日为评剧《逼上梁山》给杨绍萱、齐燕铭写的信

1943 年 10 月 19 日《讲话》首次全文在《解放日报》刊登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首个《讲话》单行本于 1943 年 10 月由解放社出版

不同译本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