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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
。

这首先体现为对革命暴力和正义

战争的歌颂
。

近年来却有人或从理论上攻击革命和否定歌颂革命的社会主义文艺
,

或在创作中把革

命者描写成杀人犯
,

把反革命者描写成为圣人
。

这是极其错误而危险的倾向
。

其次
,

体现为对爱国

主义的歌颂
,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是与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

与坚持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

可惜近

年来歌颂国际主义的作品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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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一个复合系统
,

总是在与

它物的关系中
,

特别是在与之直接对立的事物的关

系中显示出来的
。

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主要体现在

与资本主义文艺及封建主义文艺的对立之中
。

它的

本质主要有三点
:

蕴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坚持无

产阶级政治立场
;
体现集体主义道德情感

。

这里只论

述第二点
。

一
、

社会主义文艺是歌颂革命暴力和

正义战争的文艺

人类任何时代的文艺都具有倾向性
。

这是文艺

的本性所决定的
。

文艺是为求得人与环境的情感心

理的平衡而被创造出来的
。

它必然体现人们一定的

情感愿望
。

这就使文艺带有了倾向性
。

所以
,

原始人

在岩石上刻画一头鹿
,

不仅在要害部位刻上箭头之

类并涂上红色的标记
,

而且特别夸大其多肉的可供

食用的部位
。

在阶级社会里
,

这种倾向性
,

因文艺创

作者不同的阶级立场而具有不同的阶级性
。

阶级社

会的文艺家总是从各 自的阶级立场出发
,

来反映社

会生活
、

描绘各种人物的
。

社会主义文艺诞生于与资

产阶级 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
,

自然体现鲜明的无产

阶级立场
,

具有鲜明的党性
。

这种立场
、

党性
,

决定社会主义文艺必定歌颂革

命暴力和正义战争
。

无产阶级要求解放自己
,

并进一

步解放人类
,

第一步必须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在这过程中
,

无产阶级并不想使

用暴力
。

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常常是用和平请愿
、

罢

工
、

游行示威和议会斗争的形式
。

如英国 19 世纪三

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
,

正像宪章派一首诗中写的
:

“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黑金 山的峰顶

/让它的 口 号 骄傲地飘扬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

明
。 ’ ,①可是

,

统治者却不让你
“

说分明
” ,

反而使用武

力加以镇压
。

无产阶级只是在不断吸取流血牺牲的

教训后
,

深知非暴力形式绝不能使自己摆脱受剥削

受压迫 的地位
,

才拿起武器进行以暴抗暴的斗争
。

恩

格斯曾经说过
: “

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
`

社会党将取

得多数
,

然后就将取得政权
, 。

相反
,

我强调过
,

十之

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期到来以前
,

就会使

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
; 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

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 ’ ,②马克思也指出

, “

英国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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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
,

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

数的决议
。

但是
,

请您相信
,

一旦当它在 自己认为是

生命枚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
,

我们就会在这

里遇到新的奴隶主 战争
。 ’ ,③这种情况下

,

无产阶级

进行自卫战争就是正义的
。

当资本主义进人帝国主

义阶段后
,

进 一步榨取
、

奴役殖 民地国家
、

民族和人

民
,

并常常以战争的手段来达到其罪恶 目的
。

马克思

曾指 出
, “

殖 民制度
” “

是 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
” ④ 。

因此就产生 了殖 民国家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力军的

反殖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

社会主义文艺根据这一

历史实际
,

歌颂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也就成 了它应

有的主题
,

是它的性质的必然表现
。

巴黎公社的诗歌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早反映革命

暴力和正义战争这一主题的
。

著名诗人欧仁
·

鲍狄

埃 ( 1 8 1 6一 1 8 8 7 年 )在一诗中号召无产阶级
“

从资产

阶级手中夺取武器
” , “
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 ”
另

一诗人爱玛 奴埃尔
·

特劳尔姆在他的 《国际歌 》

( 1 8 7 1 年 ) 中也高歌
: “
既然剥削者在屠城之后 /又想

吞噬农村 /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 /结成工农联盟 /

大家来吧
,

这是神圣的战争
。 ’ ,⑤苏联早期杰出的雕

塑艺术家沙尔 ( 曾译夏达尔
,

1 5 5 7一 1 9吐l 年 )在 1 9 2 5

年创作的《圆石块— 无产阶级 的武器 》⑥
,

是歌颂

革命暴力的经典之作
。

它塑造 1 90 5 年俄国第一次革

命期间
,

一青年工人为了对抗反革命暴力
,

正躬身扭

腰在搬路上一块大石头
,

昂头怒视前方
,

准备扔 向敌

人
,

赤膊上身条条肌肉鼓胀
,

充满着无比仇恨和无穷

力量
,

充分表现 了无产阶级以暴抗暴的正义性
。

这一

作品以它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开创了人类雕塑艺

术史上的全新主题
,

将永远激励着无产 阶级去推翻

一切剥削制度
,

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

社会主义文艺

正是 由于歌颂暴力和正义战争
,

在艺术史上增添了

一 大批前所未有 的艺象
:

绥拉菲莫维奇的 《铁流 》

( 1 9 2 4 年 ) 中的郭 如鹤
,

富尔曼诺夫 的《恰 巴 耶夫 》

( 1 9 2 3 年 ) 中的恰 巴耶夫
,

法捷耶夫《毁灭 》 ( 1 9 2 5一

19 2 6 年 ) 中的莱奋生
,

杜鹏程 《保卫延安 》 ( 1 9 54 年 )

中的周大勇
,

曲波 《林海雪 原 》 ( 1 9 5 4 年 ) 中的杨子

荣
,

吴强 《红 日 》 ( 1 9 5 7 年 ) 中的沈振新
,

魏巍 《东方 》

( 1 9 7 8 年 ) 中的郭祥 ( 1 9 8 4 年第二版增写了彭德怀司

令 )
,

等等
。

这些艺象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
、

共产党员

的先进思想和崇高品德
,

是人类不可多得的精神财

富
。

80 年代以来出现 了一股否定革命暴力和正义

战争以及否定歌颂它们的文艺的潮流
。

这实际上是

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否定
。

.

58
·

理论上的代表是李泽厚和刘再复
。

他们攻击我

们社会主义文艺
“

崇拜仇恨
” 。

责难 《太阳照在桑乾河

上 》不该表现
“

清算意识 ,’( 刘 ) ;
说

“

作家竟然呼唤人

们进行无穷无尽 的互相残杀
。 ”

(李 )⑦照他们看来
,

钱文贵之类的地主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程仁等贫雇

农
,

程仁等绝不应该有丝毫的仇恨
,

更不该在解放后

对地主们进行清算
。

应该怎么样呢 ? 按李
、

刘推崇的

原则应是 以
“

人类善 良的天性
” “

宽容
”

敌人 !⑧文学

应努力去表现人类
“

纯真的爱
” ,

让
“

作品使人善良
,

使人和残暴
、

邪恶划清界限
。 ’ ,⑨这不是像我 国封建

社会中有人提倡的么
:

别人碎了你一脸
,

你不应该擦

掉
,

而应让它自干
,

否则就是对对方大不敬
。

但你在

生活中这样做了
,

文艺作品中这样宣传了 (资产阶级

文艺从 19 世纪末到现在宣传人道主义的超阶级的

爱还少么 ?) 对方是否就成了吃斋的
“

唐僧
”
呢 ? 历史

的真实是
,

清朝末代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一让再

让
,

招来的却是列强的得寸进尺
。

蒋介石面对 日本军

国主义的进攻
,

奉送了东北三省
,

日寇却进一步占领

了北京
、

上海
、

南京
、

武汉
。

巴黎公社开始时也是和平

示 威反 对 1 8 7 0 年的普法战争
,

公社诗人米雪尔

( 1 8 3 0一 1 9 0 5 年 ) 的《和平示威 》就描绘了这一情景
。

巴黎公社夺取政权后对梯也尔反革命势力实行了宽

容
,

可梯也尔
、

凡尔赛分子喘过气来却把巴黎公社扼

杀于摇篮之中
。

这里有宽容么 ? 有纯真的爱么 ? 眼

前的事实是南斯拉夫人 民并没有杀美国一兵一卒
,

抢他一草一木
,

美国却纠集北约国家对他们狂轰滥

炸达两个多月
。

面对这种无耻的侵略和血腥的屠杀
,

难道还不允许被侵略者起而反抗
,

不允许革命文艺

家在作品中表现出仇恨情绪和歌颂革命的暴力么 ?

马克思指出
: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

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
。

… …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 ,L暴力成为历史的

必 然
,

成 为
“

每个孕育着新社会 的 旧社会的助 产

婆
。 ’ ,L歌颂革命暴力正是文艺进步性的表现

。

这股思潮在创作上的表现
,

突 出的有长篇报告

文学《雪 白血红 》 ( 1 98 9 年 ) 和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

( 1 9 9 5 年 )
。

前者集中描写了辽沈战役
,

其中不少具

体描写虽也赞扬 了共产党和解放军
,

但总体上是以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

和平主义来否定这场伟大的革

命战争的
。

作者以特写镜头式的笔法
,

极力渲染战争

的可怕
、

残忍
:

黑土地上白骨累累
,

白雪原上红血殷

殷
,

尸体或缺头少腿
,

或成一堆肉泥
,

或尸肚被雨水

泡肿
,

太阳晒爆
,

炸声惊人
。

作者咒骂战争是
“

绞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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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

机
” 。

说什么
“
一个尸体

,

一个悲剧
。 ’
川一个人的悲剧

,

一个家庭的悲剧
” , “

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 。

作者不

区分这场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和非正义的一方
,

把毛

泽东和蒋介石
、 “

共军
”
和

“
国军

”
(作者

、

编者就是这

样称呼的 )相提并论
。

作者也不区分死的是解放军烈

士
、

还是国民党反动派
;
看不到前者是为人 民而死

,

是伟大的牺牲
,

虽死犹生
; 后者的死

,

则是为恶势力

卖命
,

死得冤枉
。

作者竟不分青红皂白
,

平等看待
。

还

赌绝咒式地说
: “

把它烧了 ! 把它砸了 : 即使再活一

万次
,

再死一万次
,

也不要枪 ! ”

悲天悯人的大声 疾

呼
: “

让世界充满爱 ! ” 是的
,

战争是要死人的
,

但革命

者参加战争从来都是被迫的
。

旧中国劳苦大众受三

座大 山的压迫
,

不知每年每 日要
“
和平

”
地死去多少

人
。

正是这才逼出了革命的反抗
,

用革命战争去迎击

反革命战争
。 “

为有牺牲多壮志
,

敢教 日月换新天
。 ”

正是有这种壮烈的牺牲
,

才使更多的人免于
“

和平
”

地死去
。

莫言的《丰乳肥臀 》更是颠倒黑白
,

对革命极

尽丑化之能事
。

共产党人 (鲁立人等 )
、

贫农革命功臣

(哑 巴孙不言等 )
、

人 民政府的干部 (上官盼弟等 ) 被

描写得极端残忍
、

丑陋
。

土改时县长鲁立人在坐着轿

子下乡搞土改的
“

大人物
”
的示意下

,

竟把司马库的

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枪杀了
。

而地主维持会长 (司马

亭 )
、

地主国民党反动军官 ( 司马库 )等则成了仁爱
、

正直
、

果敢
、

英俊的男子汉
。

哑巴兄弟宰吃了司马家

一头大骡子
,

司马库反倒奖给五块大洋
。

同一母亲所

生
,

投奔了革命的五姐的乳房是
“
凶悍霸蛮

”
的

“

宛若

两座坟墓
” , “
头发粗得像马鬃

” ; 而先与土匪汉奸沙

和尚私奔
,

后与司马库私通 的大姐的乳房则是
“

清秀

伶俐
”
的

“

上等品
” , “

闪烁着玉一样的滋润光泽
” 。

这

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居然得到一些教授
、

评论家的

极力称赞
,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奖给 10 万元
。

这

真是令人难 以理解的咄咄怪事 !

在对待革命暴力上
,

上述论者和作者连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文艺家都不如
。

从整个资产阶级文艺

的体系来说
,

它主要是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
,

反对暴

力的
,

特别是当它牢牢掌握了统治权以后
。

但是
,

当

资产阶级在向封建地主阶级夺权
,

和取得政权还要

镇压封建王朝的复辟 时
,

有些激进的民主主义文艺

家却是主张革命
,

歌颂暴力的
。

最典型的莫过于法

国
。

18 世纪博马舍 ( 1 7 3 2一 1 7 9 9 )在喜剧 《费加罗的

婚礼 》中对封建统治者发 出警告
: “

人们受着压迫
,

… … 他们就会怒吼
,

会引动起来
” 。

1 7 8 9 年大革命的

街垒战中诞生的进行曲《马赛曲 》号召
: “

向敌人报仇

雪恨
” , “

公民们
,

武装起来
,

决一死战
” , “

把敌人消灭

尽
” 。

德拉克洛瓦 ( 1 7 9 8一 1 8 6 3 年 )在亲历 1 8 3 0 年 7

月推翻复辟王朝的革命后所画的油画 《自由引导人

民》
,

强烈呼唤
、

歌颂革命暴力
。

德国莱辛 ( 1 7 2 9一
17 8 1 年 )在启蒙时期创作的《强盗 》

,

扉页上写着
“

打

倒暴虐者
” ,

并引古希腊的话
: “

药不能治者
,

以铁治

之
;
铁不能治者

,

以火治之
。 ”
生长于美国资本主义的

初期
,

经过反对奴隶制的南北战争的惠特曼 ( 1 8 1 9一

1 9 8 2 年 )
,

也曾放声歌 唱革命暴力
:

他一方面歌颂

1 7 9 3 年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
“

新生者
” , “

并没有 因

为血满沟渠
,

因为一个死尸
,

成堆的死尸
,

炮车上运

走的死尸而感到痛苦 /也并没有 因为见到混杀带来

的死亡感到绝望— 排炮的频频轰击并没有使他震

惊
。 ”
另方面

,

他还揭示美国
“

这里也一样长久受尽压

迫 … … /这 里也 一样 要 求偿还 积 久未偿 的血债
。

… … /我也并不拒绝那恐怖的血的诞生和洗礼
。 ”

他

甚至好像就在批判李刘之辈
: “

对那已经长久稽延的

复仇行为还说什么呢 /我能希望人类不必如此么 /我

能希望人民永远痴若木石么 /或者我能希望在世界

的末 日和时间的尽头正义也永远得不到伸张么
。 ’ ,

@

今天一些人实在太荒唐
,

太悖理违性
:

他们一方面享

着革命暴力所带来的历史进步的成果
,

另方面却又

咬牙切齿地诅咒革命暴力
。

二
、

社会主义文艺是歌颂爱国主义

和国际主义的文艺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

它既有一般内容
,

又

有特殊内容
。

一般来说
,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或多个

民族千百年来在一个共同地域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

具有很强的向心力
、

凝聚力的思想感情
。

它既包含对

祖祖辈辈赖以生活其间的 自然地理环境依恋和热

爱
,

又包含着对本 民族在与 自然与异族作斗争中所

产生的优秀人物
、

优良传统的崇敬和仿效
。

这些是具

有超时代性的
。

但具体来说
,

任何爱国主义都是历史

地存在的
,

都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相联系的
。

爱国主义在这里就表现为对特定社会制度和政权的

忠诚和迷恋
。

因为前者
,

当异族
、

他国人侵或本国一

族闹分裂时
,

全国上下 (剥削者统治者与被剥削者被

统治者 ) 常会同仇敌汽 ( 当然其坚定性持久性不同
,

有的甚至叛国投敌 )奋起反抗或反对
。

这时表现的爱

国主义具有最大的广泛性
。

基于后者
,

爱国主义则具

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内容了
。

十月革命后
,

流亡外国

的白俄和拥护苏维埃的工农
、

知识分子大众所表现

的爱国主义就截然相反
。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广大人

民与流亡国外的复辟分子
、

分裂主义者
、

持不同政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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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坚持的爱国主义也是完全对立的
。

社会主义文艺决不排斥表现一般爱国主义的内

容
。

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

仁人志士
、

能工匠巧
、

杰

出的政治家
、

军事家
、

思想家
、

科学家
、

文艺家等都是

它题中应有之义
。

苏联福尔什的三部曲《拉季谢夫 》
、

杨书案的《孔子 》
、

田汉词聂耳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
,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等都是这方面的好作品
。

描

绘祖国的大好河山
,

进一步讴歌它们的新变化
,

也是

不可缺的
。

关山月
、

傅抱石合作的国画《江山如此多

娇 》
,

贺敬之的组诗《桂林山水歌 》
,

吕远词曲的《克拉

玛依之歌 》等都潜移默化地给受众以爱 国主义的感

染
。

但是
,

对社会主义文艺来说
,

爱国主义主题区别

于资本主义文艺
、

封建主义文艺的有两点质的不同
。

(一 )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爱国主义
,

是与社会主

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的
。

在地主阶级
、

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始

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

保护和发展他们的利益
。

因此
,

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社会主义 的忠诚
,

誓死捍卫它

的尊严
,

维护它的团结统一
,

努力使它稳定
、

繁荣
、

强

大
。

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侵略时
,

爱国主义者不惜以

生命来保卫它的安全
。

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文艺歌颂

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

苏联社会主义文艺在反映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侵

略的作品中唱响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壮歌
。

法捷耶

夫的《青年近卫军 》 ( 1 9 4 5 年头版
,

1 9 5 1 年修改第二

版 )精心刻画 了奥列格
、

乌卜丽亚
、

谢辽 沙
、

柳芭等青

年
,

在卓越的共产党地下负责人普罗庆柯
、

刘季柯夫

的领导下
,

在德寇占领区为保卫苏维埃祖国开展英

勇顽强的斗争
,

最后壮烈牺牲
。

鲍
·

瓦西里耶夫的中

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 ( 1 9 6 9 年 ) 和据此改编摄制

的同名电视剧
,

描述了五位新人伍的青年女兵 由一

准尉率领前往侦察
、

搜捕敌人时英勇奋战
、

壮烈牺牲

的过程
,

质朴感人
。

邦达列夫的《热的雪 》 ( 1 9 6 9 年 )
、

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 》 ( 1 9 7 1 年 )等长篇小说

更不仅表现了普通军 民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
,

而且

直接表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及中级指挥

员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
。

社会主义文艺对和平时期

爱国主义的歌颂更是多方面的
。

石顺义作词
、

士心作

曲的抒情歌曲《说句心里话 》表现的就是为了祖国安

宁而牺牲个人温馨生活的精神
。

石学海编导的电视

剧 《一个姑娘三个兵 》
、

《两个姑娘两个兵 》
、

《三个姑

娘一个兵 ))( 统称《中国士兵之谣 》三部曲 )
,

分别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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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

海
、

空军的战士在沙漠通讯维修站
、

海岛靶场
、

林

海雪原雷达站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

心里怀着祖国

安全的伟大目标
,

干着极其平凡的工作而无悔无怨
。

2 3 集电视剧《和平年代 ))( 张波
、

赵琪
、

何继青
、

文新

国编剧
,

李舒
、

张前导演 )则塑造了秦子雄
、

秦子伟等

鲜明的艺象
,

他们在改革开放时期
,

面对滚滚商潮
,

始终热爱国防事业
,

以致不惜爱人离婚
,

或牺牲生

命
。

由王志强导演的 16 集电视剧 《问鼎长天 》开辟了

反映爱国主义主题的新领域
。

它成功塑造 了丁一夫
、

罗天睿
、

罗天虹
、

雷万钧等我 国当代杰出的知识分子

艺象
,

他们为了祖国的航天 事业
,

打破霸权主义者
“

称霸长天
”

的妄想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高速研制

发射了人造卫星
,

使环宇响彻了《东方红 》
。

丁一夫们

的理想情操
、

忧患意识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

在荧屏上被表现得正气昂扬
,

大气磅礴
,

感人肺腑
,

催人奋进
。

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无不具有鲜

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

(二 ) 是社会主义文艺表现 的爱国主义是与国

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

世界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以后
,

资本就成了一种国际

势力
,

各国资产阶级在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时往往

是联成一体的
。

因此
,

在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中
,

各

国无产阶级也总是由自发到自觉地联合起来
。

马克

思
、

恩格斯说
: “
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

,

既然

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
,

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
,

那么他

们就应当共同战斗
,

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

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
。 ’ ,L列宁曾

说
: “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
,

就是进行忘我的工

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
,

毫无例外地

支持 (用宣传
、

同情和物质来支持 )所有国家的同样

的斗争
、

同样的路线
,

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

线
。 ’ ,⑧当资本主义发展为殖 民主义之后

,

无产阶级

的国际主义也就发展 为既是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
,

又是各国无产阶级与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
,

即社会

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
。

从无产阶级所承

担的历史使命来看
,

国际主义也是它固有的
。

它不只

是要求得本阶级的解放
,

而且要求得全人类的解放
。

只有解放了全人类
,

它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

这就决定

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决不能实行狭隘的爱国

主义
,

而必须尽力支持别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

被剥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

以致作出必要的牺

牲
。

正由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联系

在一起的
,

也就使它与剥削阶级 的爱国主义— 大

国沙文主义
、

狭隘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

对立起来
。



何国瑞
:

歌颂革命暴力
、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

社会主义文艺从它诞生起就充满了国际主义精

神
。

巴黎公社诞生于普法战争后期
,

普鲁士军队逼近

和包围巴黎
,

在法国梯也尔卖国政府割地赔款的危

急时刻
,

公社起义者号召两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

对各 自的统治者
。

拉叔赛在街垒战中写成的诗篇《我

们要兄弟般友好 》就呼吁法德人民
“

要兄弟般友好
” ,

共同反对各国的专制制度
。

欧仁
·

鲍狄埃在公社被

血洗后
,

立即写成的《 国际歌 》 ( 1 8 8 8 年夏 )
,

工人作

曲家狄盖特 ( 1 8 4 8一 1 9 3 2 年 )为它谱了曲
,

更是一 曲

颂扬国际主义的进行曲
,

它充分体现和热烈 宣扬 了

《共产党宣言 》中
“

全世界无产者
,

联合起来
”

的伟大

思想
。

苏联符
·

伊万诺夫编剧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

演的话剧 《铁甲列车 》 ( 1 90 7 年 )也体现 了这一伟大

思想
。

剧作反映国内战争时西伯利亚一支游击队袭

击白卫军铁甲列车的故事
。

剧中塑造了一个纯朴勇

敢的中国劳工辛斌武的艺象
。

辛争着要去炸毁列车
,

而队长却要瓦西卡去
,

说
“
瓦西卡是为 自己 的土地去

卧轨
” ,

辛坚定回答
: “

我在这里卧轨
,

也是为了我的

土地
,

没有苏维埃的革命
,

也就不会有中华共和国
,

我在这里为中国卧轨 ! ”

终于获得了批准
。

导演精心

处理辛卧轨的场景
,

十分感人
。 L我国文艺在这方面

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

解放初期
,

抗美援朝的战争是

一项惊天动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行动
,

它激发产

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
,

谱写和奏响了社会主

义文艺史上最雄伟的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 的交响乐
。

其中突出的有路翎的短篇小说 《洼地上的
“

战役
” 》

、

杨朔的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 》
、

魏巍的长篇小说《东

方 》
、

未央的诗《驰过燃烧的村庄 》
、

电影 《英雄儿女 》

等
。

我们还有歌颂来支援我 国革命的伟大国际主义

战士白求恩的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

可惜这些年来

歌颂国际主义的作品少了
。

社会主义运动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掉国际主义
。

国际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文

艺的重要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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