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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研究不仅是对周扬文艺

思想的研究，更是为了让这一理论思想更好地发挥其理论价

值。周扬在“十七年”时期讨论“民族性”问题时对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以人民群众为创作立场关注的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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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作为20世纪重要的文艺理论命题，这

一理论思想是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以人民群众为创作立场这两个角

度来论述一下“十七年”时期周扬文艺思想中的民族性对文学

创作影响。

一、丰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对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是一件必要的继承工作，许多古典的

和民间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重要的

学习和借鉴价值。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中，现实主

义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从《诗经》开始追溯。因此，对于

民族遗产文化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他们勇于揭露

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

1942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

艺术的创作方法，像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大家都朝着这个方

向做出过努力。周扬是最早系统并完整地介绍与阐释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的，周扬在1938年《抗战时期的文学》一文中曾

提到过。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进一步学习和掌

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发展文艺的民族传统就显得更

为迫切和具有重要意义了。

1951年周扬在《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中就说到了

要学习老舍那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老舍在创作的时候非常

熟悉自己要创作的人物，并通过他超强的语言能力表达出来，

其作品的人物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文学艺术不仅在现实

生活与斗争中产生，还需要学习和继承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优

良传统，并将这些传统与现实的任务结合起来，并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点。同时，周扬还认为：“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

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

活的真实。”1这正说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

作方法是有区别的，树立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是很关键的。

我们不能笼统的说写现实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

而是在描写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是否使用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和

立场，我们使用这样的观点和立场描写农民、工人和人民解放

军，这些人就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工农兵了，而是具有先锋队的

意义在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后，我们的

工农兵以及知识分子都在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努力，这些

都是在文学艺术上发展的现实基础。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文

学艺术传统是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知

道中国几千年下来的文学艺术遗产中有许多的现实主义作品，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红楼梦》，就深刻地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

衰史和其中人物的斗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古典文学艺术作

品都是这样，反观这些作品都是充分地学习和继承了民族文化

传统。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时不可忽视民

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传统，也只有这样的文学艺术才是人民群

众的。

1953年，周扬在第一届全国电影剧作会议上又谈到了这个

问题，认为我国的电影剧作的水平可以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

论作为标准，这个标准需要以中国的现状、中国文学艺术的发

展状况和中国的民族文学艺术的传统作为出发点，不然谈的一

切都是空洞而无实际意义的。因此，只有和文学艺术传统联

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作品才可能具备民族的

形式、色彩和风格。因此，作为一名有着民族传统的社会主义

文学艺术家，必然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其创作的方法，

并将其作为文学艺术批评与评论的最高准则。这里就说清楚了

两件事情。第一，几千年来所传承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值得

学习和继承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它是没有社会主义这一特点

的，只是忠实地反映真实的生活，这也正说明了周扬对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因此，周扬在

“十七年”时期通过文学艺术的民族性来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正确的。第二，要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利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十七年”

时期是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中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阶段。此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都迎来了新

的发展，也需要新的文学艺术来反映，但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

来的优良传统是不可丢弃的，这也是对我们长期以来崇洋媚外

思想的冲击。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人类艺术发展的新方

向，作为一种进步的创作方法，才能更好地在继承民族传统和

批判接受外来形式的时候，破除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

在坚持发挥具有民族性的传统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

和斗争进行深刻的理解，允许不同风格和不同流派的存在，才

能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得到更大的繁荣发展。同时也要看到，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改造和深化，将其与“文艺大众

化”“典型论”相结合，使其“苏氏色彩”大大减弱，使该创

作方法真正地融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去。

虽然在1960年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文

中，周扬认为“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

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

漫主义的优良传统”2，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周扬在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相结合，形成一种将革命浪漫主义作

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补充发展并宣传的新艺术方法，这

才是周扬内心真正的理论认识。这种“两结合”方法按照周扬

的理解，其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式说法。

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与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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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为人民群众的创作立场

中国的文学艺术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而且与

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密切联系着。因为这些作品是劳动人民群众

或人民的文学家、艺术家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人民

群众的生活，而且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以及

意志愿望，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如

果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只会闭门造车，而不想

着怎么努力去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用自己创作的作品去教育

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这样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必然会被

人民群众所排斥，被时代所淘汰。

关于文学艺术如何普及和提高问题一直为文学艺术家所关

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把其当成一项文化事业来

建设。所谓的普及就是要使群众有读物，要使群众有合适的

读物。文学艺术家不是根据自身的意愿随意创作的，而要根据

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而进行创作，要和人民群众打成

一片，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忽视人民群众的兴趣和爱

好，这正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同时也要正确地处理与传统

文化的关系，“正确地解决了继承自己民族文学艺术的优良传

统的问题，我们的新文艺就将在广大人民中更深入地发展。”3 

文学艺术作品只有是人民群众所熟悉的，而且具有民族特性的

才会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进行流传。此外还应注重创作语言的

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中国作风和中

国气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艺术语言上。”4 群众

的语言是丰富的和具有民族性的，发展适合于新中国的新文学

艺术必须要在人民群众的语言宝库中汲取养料，才能使创作出

的作品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只有这样创作的作品才能更加贴近

人民群众，适合人民群众的心理和状态，才能被广大的人民群

众所接受。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流传影响最大的应该属戏曲了。元代

可以说是戏曲发展的高峰时期，直到“十七年”时期，戏曲对

于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为什么戏曲这

么的受人民群众所喜爱？其中不仅由于戏曲本身的艺术特色，

更是由于它保持了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国现有的许多戏

曲基本都是从民间戏曲发展而来，虽然有的一度成为宫廷戏，

但是它的基础还是民间，善于将人民的生活作为创作的内容，

善于使用人民的语言进行吟唱。因此，戏曲艺术不仅可以在古

代作为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艺术形式，就是反映人民群众的

新生活也可以用戏曲来表现，但是由于戏曲在表现人民群众的

新生活和斗争的时候，戏曲的形式与其要表现的内容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冲突，这就要求戏曲本身的创作和发展要具有民族特

色，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创作方向为指导，才能很好地解决旧

形式和新内容之间的矛盾，因此在面对戏曲改革的时候不能够

采取粗暴和急躁的态度。正如周扬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

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所说：“新的文学艺术是不能脱

离民族的传统而发展的，只有当它正确地吸取了自己民族遗产

的精华的时候，它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5这也说明了新的

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旧的文学艺术遗产之上的，但是要采

取正确的方法，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更不能死守旧的规则而

不改。对于其中的糟粕、消极的内容和形式当然要摒弃，但是

其中能和新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要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起来。人

民群众在几千年中养成的审美和欣赏习惯也是具有民族性特色

的，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作品都是一些故事性很强的作品，但受

外国思想潮流的影响，文学艺术的创作逐渐向以描写人物为中

心的转变，这其实是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但如果过于偏执，

则会忽视人民群众的需求而远离人民群众，难以获得群众的认

可。这一点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

分析时，说得很明白。

“十七年”时期，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文学实践是一项重要

的文学活动。作家在创作的时候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角

度，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口味，对待旧事物要有批判性

的眼光和态度，对待新事物要有敏锐的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将

新旧事物很好地衔接在一起，让人民群众能够很容易地接受，

还能够很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产生对人民群众的鼓舞和教育作

用。同时在文学艺术普及和提高的大方针下，不仅文学艺术家

的创作向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发展，而且工农群众自身也开始

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专业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取材于人民

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在某些时期某

些文学艺术家身上总是会出现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因此，发

展业余工农兵的创作也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也能够积极地调动更广泛的力量进行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的

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将专业和业余的创作相结合，才能更好

地让文学艺术作品深入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但需要强调

的是文学艺术家只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深入了解人

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才能创作出具有高思想高艺术质量的作

品，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三、总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民族特点在其中，

而人民群众也非常习惯和适应这样的民族性特点。尤其是作

为社会转型的“十七年”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更是面临的

是“纵”与“横”的问题，“纵”的方面主要是需要面对几千

年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问题，“横”的方面主

要是面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问题，但周扬一直认为必须要坚持“民族性”来发展新文学艺

术。由于周扬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决定了他的

文艺思想中具有民族性这一特点对于20世纪文学创作具有一定

的影响，尤其是“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立

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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