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之际，重温《讲话》的重要精
神，回溯《讲话》与文化发展进程七十年来的深刻
联系，对于我们的文艺和文化建设有着特别重要
的意义。其中，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关系
的论述，在今天仍有经典的启示。

一、人民至上是中国先进文艺始终不渝的价值
取向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最伟大的发
现，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他说：“过去的一切运
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
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谋利
益的独立的运动。”[1](P262)人民创造历史，为绝大多数
服务的思想，贯穿于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史观。
他曾急切地盼望创立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
鼓励思想进步的文艺青年，去走进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创造作品反映他们的生活，高度评价对“穷
人和对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
苦”反映的文学作品。[1](P594)列宁结合本国文化建设
实际和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文艺属于人民的思
想。他说：“文艺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感到人民
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被群众所
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
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这些群众中间唤起文
艺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2](P14- 15)毛泽东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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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857)，他从当时的社会现状出发,提出：

“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的，而是为人民
的。”[3](P855)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
基础之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要把最大
限度的满足人民的愿望和代表人民利益作为一切
工作的“根本目标”，“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明
确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
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
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
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重要的。”文艺为人民
直接关系到文艺为谁立又为谁生的根本问题。我
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要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关系，
这是我们文艺发展最深厚的源泉，牢固树立人民
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以
最广大群众为服务对象和表达主体，广大文化工
作者，只有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
挖掘素材，提炼主题，汲取灵感，努力反映最广大
人民的共同心愿，尽力反映普通群众的生存条件
和生活环境，体现出人民群众在新世纪新阶段开
创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园蓬勃热情和巨大凝聚力。
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先进的魅力所
在。否则我们的文艺离开了人民，就成为无源之
水，无根之花，就会丧失生机和活力。因此，文艺以
人民为本与我们时代的文艺宗旨和指向休戚相
关。在拥有最广大群众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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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众的文艺，这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艺的生命
力之所在，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最广大
人民的立场，去了解人民，热爱人民，现实和历史
一再证明，没有思想感情的群众化，人民文艺是不
可能真正创造出来的。只有真诚热爱人民，真正了
解人民，才能创造出深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
影响的作品。胡锦涛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投身亿万人民幸福生活
和美好生活的实践”，“努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
的精品力作”，“吹响时代进步的号角”。一切进步
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以人民为
本，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它不仅凝练
的概括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真正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和宗旨，切
实符合文艺的创造规律，也是当今文艺繁荣兴旺
的根本之路。

毛泽东文艺思想曾经是精神世界的一面旗
帜，在《讲话》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即便在“十七年”
间，广大作家，文艺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伟大生
活中，去锻炼思想，转变感情，获取素材，从事创
作，在参与并推动轰轰烈烈的群众文艺活动的同
时，也获得了文艺创作的极大丰收。当时的小说创
作，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以“三红一创”（《红日》、
《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青山林”（《保卫
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等
为代表的经典性作品，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
和农村现实题材两大领域，原因主要在于经过革
命战争的洗礼，创造思想端正，前进方向明确，再
加上多年深入生活，加深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
情，对于革命战争的人民性，革命战争的英勇性，
他们都有切身的体会，其中以杜鹏程最为突出，他
在前线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掌握了大量
第一手资料。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作典型概括与
艺术提炼。还有一些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
的作家，长期“泡”在群众之中，尤其是农民之中，
他们目睹了农村的新变，了解农民的心理，如赵树
理，柳青等。他们是有着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写
作农村题材，驾轻就熟，以写作的方式为新农村作
画，为新农民代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交互
作用，文化环境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全
球化，产业化，传媒化，网络化，娱乐化的联袂而来
和交织影响，使文学现状呈现出多而不精，繁而不
荣的复杂状态，文艺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究
起原因，文艺越来越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脱离。脱离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文艺又怎么能永葆青春
呢？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艺工作时曾经说过，了解

人，熟悉人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关注人民命
运，歌颂人民奋斗，激励人民前进，是我们先进文
艺的优秀传统，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文艺创作要
贴近实际，就是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
想到我国的国情，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各领域
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应该花大量精力去研究文化
生活比较缺乏的“老少边区”的文化问题，找准解
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着力破解影响和制约文化
发展的难题，促进该地区的文化繁荣发展。我们还
应该清醒的看到，在人民中间，劳动人民群众依然
是我们社会的主体力量。在我们人口中，百分之八
十是农民，他们在承受着工业化给他们带来的不
平等的同时，还在为社会做出极大的贡献，数以亿
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在工业结构调整中做出牺牲的成千上
万的下岗职工，却被城市边缘化，没有充分享受到
工业化惠及给他们的成果，社会上最需要服务的
对象恰恰是他们。我们的文化工作已经落后于实
际，落后于群众，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把目光和镜头对准基层，
把版面和荧屏更多的留给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
普通老百姓，反映他们的生活，慰藉他们的心灵，
歌颂他们的奋发精神，引导好社会舆论。

二、生活为根是中国先进文艺长盛不衰的唯一

源泉

文艺创作要贴近生活，就是坚持“生活为根”。
“文学来源于生活”，并且坚持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
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
东概括古往今来的文艺现象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包含了颠簸不破的客观真理。当时从国统区来到
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不乏做事的热情，但是对边
区的人民群众，对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对于新的
人物，新的世界，甚至对于人民群众的语言，“不
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况是存在的。[3](P850)

所以在《讲话》中毛泽东号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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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860- 861)，熟悉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文学
艺术的原始材料，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打成一
片，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
七十多年过去了，《讲话》仍然具有无可置疑的正
确性。要求广大作家艺术家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中去，以此来获得创作的源泉，灵感，却依然是发
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
作家，如果对今天的生活不加重视，就意味着他逐
渐的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实际，跟不
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单纯的去迎合市场，为“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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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娱乐”，闭门造车，粗制滥造，完全忘记了对大
众精神和灵魂的熏陶，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的文化权益放在一边，那文艺家的作品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又何在呢？当他们的创造一旦离开了现
实的生活，就是无水之鱼，艺术的生命又怎能不枯
竭呢？如果对于奋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
线的人民群众“缺乏了解，缺少热爱，缺点责任”，
那他就不可能很好的抒写他们的生活，只有当作
家自己对人民的生活环境有了透彻的了解和深刻
的体会，自己的情感和人民的命运相融合，才能创
造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所以，我们的先进文
艺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救治之道，它必须负起
对现实生活有担当和引领的重任。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面对现实生活，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到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去，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中去，感悟人生，激活灵感，从现实生活中挖
掘鲜活事例，汲取新鲜营养，通过提供具体生动的
审美体验和感受，展示美好前景，激励人民群众同
心协力，振奋精神，奋发图强，进而促进人全面、自
由、和谐的发展。

毛泽东《讲话》中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指明了
先进文艺的来源，创作目的和价值取向，道出了一
切先进文艺的本质特征。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
克思主义文艺观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际，正
确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文
艺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提出的十分重
要的意见和正确的主张。

文艺创作要贴近群众。“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
母亲”，马克思指出：“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
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4](P178)鲁迅对作家和
人民的关系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是弹琴人么，别
人心上也须有琴弦，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
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这就要求广大的文
艺工作者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多联系群众身边
的事例，多反映群众的切身感受，多运用群众熟悉
的语言，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文艺作品更
加亲切可信，真正从感情上切近人民群众，准确反
映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创作出拨动中国亿万人
民的心弦，引起千百万群众共鸣的优秀的文艺作
品问世，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
用特有的敏感关注人民的悲欢离合，有责任的表
达人民的疾苦，洞察生活中的希望之光，预示美好
的前途和光明的未来，从而增强人们为崇高的事
业而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只有这样，他们的
作品才有魅力，感染力，亲和力，才能在人民群众
中重新赢得吸引力和感召力。如何深刻的面对，把
握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艺术的再现现实生活，

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所有从事社会主义文艺工
作者所不可推诿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今年中
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对所有
真诚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群众的文艺工作者的最
大的鼓舞和激励。
《讲话》认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

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的代
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
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
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
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3](P864)江泽民也指
出，“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
呻吟的东西，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
力”。[5](P148)这就迫切要求加强文艺工作者的自身建
设。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树立起以民为本，以生
活为根的思想，而且要身体力行。在改造自己的客
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广大文
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必须建造好自己的灵魂，如果自己的灵魂
卑下，又怎能培育出高尚的人格？时下，从事文艺
工作一些人中，放松自我修养，出现了道德滑坡，
行为低俗，低级趣味的现象。广大的文艺工作者，
负有引领群众，建造民族灵魂的重负，一定要真诚
的反思自己，解剖自己，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端正
好创作方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深入到群众中
去，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发现问题，从人民的需求中
寻找课题，创作紧紧依靠坚持“生活”和“人民”理
念不动摇，通过接地气和近民心的行之有效的举
措，来增强自信，迎接挑战。

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
民，文艺为人民的基本原则依然没有过时，为人民
服务，为人民立言，是文艺被赋予的神圣使命。胡
锦涛强调，“关注人民命运，歌颂人民奋斗，激励人
民前进，是我国进步文艺的优良传统，必须始终坚
持和大力发扬。”历史将不断证明，我们何时重视
了这一点，而且切实做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就会何时获得健康的发展。实践也终将证明，
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必定会给我们的文艺带来更大
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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