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
,

众所周知
,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
,

并非一帆风顺和尽善尽美
,

它有过挫折和

失误
,

曾受右的或左的
、

但主要是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
,

应引以为戒
。

但是
,

正如小平同志

在《祝辞》中所指出的那样
: “

文化大革命前的 1 7年
,

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

文艺工

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 ”

其成绩所以显著
,

正是由于《讲话》精神的指引
,

是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

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方 向
。

文艺为人 民服务是《讲话》的基本思想
,

是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文艺领域的运用
,

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在文艺事业中的贯彻与实践
。

今天
,

我们纪念《讲话》发表 5 0周年
,

最根本的一条
,

就是要继续坚持和更好地实践《讲话》的

基本思想

— 文
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

文学生命的永恒火种

陈 美 兰

《讲话》发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

如果说
,

从 40 年代至 50
、

60 年代我国文学在与人民结

合的广阔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

已经昭示了这一理论文献在中国文学发展的 里 程碑 意

义 ; 那么
,

新时期 10 多年的文学实践
,

再继续确证着《讲话 》的基本精神
,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及未来走向
,

仍然发挥着重大的指导性力量
。

新时期序幕拉开不久
,

邓小平 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致《祝辞》 中
,

就精

排地提 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命题
: “

人民需要艺术
,

艺术更需要人民
” 。

接着又确定了
“

文艺为

社会主义服务
、

为人民服务
”

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指针
。

这正是邓小平同志 对《讲话 》基

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

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
,

又鲜明地体现了现阶段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特点
、

新要求
,

因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
,

注入了强大的生

命活力
。

回顾近 10 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
,

我认为起码有三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

首先是文学与人民事业取同一步伐问题
。

刚跨进新时期
,

我们的文学迅速地参与了批判
、

猜算
“

四人帮
”

祸国殃民罪行的伟大斗争
,

大胆揭露了动荡的文革十年给国家人民生活留下的

创痛
,

并由此而对我国近数十年来所走的历史道路进行深沉反思
,

重新追寻几十年革命斗争

所凝聚的精神财富
,

出现了象《光的赞歌》
、

《丹心谱 》
、

《人到中年》
、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等

一批具有较强思想
、

艺术震撼力的诗歌
、

戏剧
、

小说
,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唤起强烈共鸣
。

当

中 国 的 改 革 大 潮 刚 刚 掀 起

,

文 学 又 成 为 这 个 历 史 潮 头 的 牵 动 力 量

。

人 们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 乔 厂

长 上 任 记 》这 样 一 大 批 充 满 激 越 情 怀
、

反 映 亿 万 人 民 振 兴 祖 国 热 望 的 作 品

,

以 及 它 们 所 引 起

的 社 会 震 动

。

确 实

,

当 文 学 事 业

、

当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以 严 肃 的 使 命 感 保 持 着 和 人 民 命 运 息 息

相 通 时

,

我 们 的 文 学 事 业 就 成 为 人 民 生 活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分

,

就 会 在 亿 万 历 史 创 造 者 心 灵 中

攀 示 出 生 机 勃 勃 的 生 命 力 量

。

但 是

,

也 曾 有 这 样 的 情 况

,

在 一 种 所 谓 文 学

“

向 内 转

” , “

不 屑 于 作

时 代 的 传 声 筒

”
口 号 的 诱 惑 下

,

文 艺 领 域 出 现 了 一 些 疏 离 现 实

、

漠 视 人 民 火 热 斗 争

,

只 求 表 现

“

自 我 气 甚 至 到 原 始 洪 荒 世 界 去 寻 找 创 作 灵 感 的 作 品

。

事 实 上

,

这 样 的 创 作 成 品

,

究 竟 有 多



? 更 不 用 说 它 的 生 命 力 了
。

是 与 人 民 事 业 同 步 前 进 抑 是 与 人 民 事 业 主 动

疏 离

,

两 种 不 同 的 实 践 结 果 形 成 的 强 烈 反 差

,

再 一 次 警 示 我 们 应 牢 记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 讲 话 》 的

谆 谆 告 诫
:

一 切 有 出 息 的 文 学 艺 术 家

,

只 有 投 身 到 人 民 群 众 的 火 热 斗 争

,

从 那 里 吸 取 养 料

,

“

把 自 己 充 实 起 来

,

丰 富 起 来

” , `

把 自 己 当 成 群 众 的 忠 实 代 言 人

,

他 们 的 工 作 才 有 意 义

。 ”

这

是 文 学 获 得 生 命 力 的 唯 一 保 证

。

第 二 是 文 学 如 何 处 理 歌 颂 与 暴 露 的 关 系 问 题

。

进 入 新 时 期

,

党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唯 物 主 义 路

线 的 恢 复

,

为 文 学 现 实 主 义 精 神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新 的 思 想 动 力 和 人 文 环 境

。

文 学 敢 于 直 面 人

生

,

大 胆 揭 示 生 活 矛 盾

,

为 克 服 社 会 前 进 的 障 碍

,

起 了 积 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尤 其 是 小 说

、

报 告

文 学 方 面

,

出 现 了 一 些 颇 具 深 度 的 作 品

。

但 毋 庸 置 疑

,

确 也 有 一 些 作 品 存 在 某 种 失 误

,

一 个

带 根 本 性 的 问 题

,

就 是 如 何 正 确 认 识 和 表 现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生 活 矛 盾

,

如 何 在 创 作 中 处 理 好

光 明 面 与 阴 暗 面

、

真 善 美 与 假 丑 恶 的 关 系 问 题

。

这 10 多年来我们围绕着某些作品从较早出现

的夕苦恋》 到 前 几 年 出 现 的 《 血 色 黄 昏 》 所 展 开 的 激 烈 论 争
,

其 焦 点 往 往 就 在 于 此

。

关 键 的 间 题

是 能 否 坚 持 毛 泽 东 同 志 当 年 在
《 讲 话 》 中 指 出 的 那 种 辩 证 态 度

:

对 于 人 民

,

这 个 人 类 世 界 的

历 史 创 造 者

,

对 于 推 动 历 史 前 进 的 人 民 革 命 事 业

,

文 学 创 作 首 先 应 该 是 歌 颂

;
固 然

,

人 民 大

众 也 是 有 缺 点 的

,

也 可 以 批 评

,

但 应 从 爱 护 人 民 的 立 场 出 发 去 批 评

;
生 活 中 的 黑 暗

,

可
以

暴

露

。

但 应 成 为 整 个 光 明 的 陪 衬

。

在 我 们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不 断 发 展 的 今 天

,

阶 级 斗 争 虽 还 存 在

,

但 已 不 是 主 要 矛 盾

。

因 此

,

文 学 创
作 接

触 的 生 活 矛 盾
大

量 的 必 然 是 我
们 事

业 前 进 中
所

遇 到 的 各 种 曲
折

和 间 题

,

是 我 们 人

民 内 部 的 碰 撞

,

是 人 民 群 众 在 改 造
旧 世 界 过 程 中 对 自 身 的 改 造 问 题

。

在 这 样 新 的 历 史 情 势 面

前

.

更 需 要 我 们 对 生 活
矛

盾
有

一
种

辩 证
的

把 握
能

力

,

更 会 体 会 到 《讲 话 》精 神 的 深 远 作 用
。

在

建 国 后 的 前 17 年中
,

我 们 有 过 片 面 理 解
《 讲 话 》 精 神 的 教 训

,

某 些 创 作 不 敢 揭 露 矛 盾

,

不 敢 正

视 生 活 中 的 阴 暗 面

,

粉 饰 现 实

,

自 然 受 到 历 史 的 淘 汰

。

而 近 10 多年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某些失

误
,

也 在 促
使

我 们 应
该

从
另

一
个 片

面
中

去 吸 取 教 训

,

也 就 是 在 艺 术 表 现 中 正 视 局 部 黑 暗 时 不

忘 整 体 的 光 明 感

,

表 现 邪 恶 嚣 张 时 不 忘 生 活 中 的 正 义 气 势

,

为 挫 折

、

失 败 而 悲 歌 时 要 激 起 人

们 对 社 会 主 义

、

对 人 类 美 好 未 来 的 无 限 信 心

。

揭 示 矛 盾 和 展 示 理 想

,

正 视 前 进 中 的 疾 黍 又 给 人 以 前 进 的 勇 气

,

这 是 社 会 主 义 文 艺 最 重

要

时

精 神 特 征

,

实 际 上 也 正 是 马 克 主 义 唯 物 史 观 在 文 学 上 的 体 现

,

既 深 刻 揭 示 历 史 真 实 存

在

,

又 科 学 把 握 人 类 历 史 未 来

。

应 该 说

,

新 时 期 10 多年的文学实践
,

为 体 现 这 种 精 神 特 色 已

走 出 了 坚 实 的 一 步

,

如 果 我 们 在 创 作 中 更 自 觉 地 把 握 表 现 生 活 矛 盾 时 的 辩 证 思 想

,

必 将 使 文

学 在 我 们 的 人 民 走 向 文 明 进 步

、

走 向 社 会 主 义 未 来 的 途 程 中 发 挥 更 大 的 作 用

。

第 三 是 关 于 艺 术 形 式
的 探 索 与 创 新

。

文 学 形 式

、

艺 术 方 法 的 大 胆 探 索 与 创 新

,

是 新 时 期

文 学 发 展 中 一 个 引 人 瞩 目 的 现 象

。

随 着 国 门 的 开 放

,

西 方 各 种 现 代 艺 术 流 派 大 量 涌 入

,

在 文

学 领 域 引 起 巨 大 的 骚 动

,

也 为 创 作 的 借 鉴 提 供 了 新 的 客 观 条 件

。

新 时 期 文 学 对 外 来 艺 术 经 验

所 持 的 开 放 态 度 并 在 吸 取 融 合 中 所 取 得 的 实 绩

,

是 不 应 低 估 的

。

从 最 早 开 始 对 意 识 流 手 法 的

尝 试 到 象 征 主 义

、

魔 幻 现 实 主 义 的 运 用

,

到 荒 诞

、

黑 色 幽 默 等 手 法 的 引 进

,

确 为 我 们 的 文 学

增 添 了 不 少 新 颖

、

奇 特 的 色 彩

。

对 于 文 学 的 借 鉴

,

《讲 话 》早 有 明 确 的 论 述
: “

有 这 个 借 鉴 和 没 有 这 个 借 鉴 是 不 同 的

,

这 里

有 文 野 之 分

、

粗 细 之 分

、

高 低 之 分

、

快 慢 之 分

” ;
而 另 方 面

, “

继 承 和 借 鉴 决 不 可
以
变 成 替 代

自 己 的 创 造

。

文 学 艺 术 中 对 于 古 人 和 外 国 人 的 毫 无 批 判 的 硬 搬 和 模 仿

,

乃 是 最 没 有 出 息 的 最

害 人 的 文 学 教 条 主 义 和 艺 术 教 条 主 义

” 。

近 10 多年文学探索的一系列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或失



。

新 时 期 以 来

,

尤 其 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
,

曾 有 一 些 意 作

“

先 锋

”

的 探 索 者

,

极 力 想 以 某 种

“

硬 搬

”

方 式 制 造

“

新

”

作

,

以
趋 附 世 界

“

新 潮

” 。

可 是 由 于 脱 离 国 情

、

脱 离 本 土 文 化 根 基

,

离 脱

本 国 广 大 百 姓 的 欣 尝 习 惯

,

结 果

,

这 样 的 文 学 只 能 在 极 小 的 文 化 圈 子 内 孤 独 地 徘 徊

,

始 终 难

以 获 得 众 多 的 接 受 者

。

探 索 中 的 这 种 曲 折

,

不 得 不 使

“

先 锋

”

者 们 重 新 思 索

,

走 出

“

死 胡 同

”

摆

脱 孤 独 的 困 境

,

当 然

,

还 会 从 中 获 得 清 醒 的 自 觉

。

确 实

,

当 我 们 真 正 做 到 对 外 来 文 化 的 融 合

与 超 越

,

真 正 着 意 于 创 造 具 有 当 代 色 彩 的 中 国 作 风 中 国 气 派 的 文 学

,

中 国 文 学 才 能 真 正 获 得

新 时 代 的 广 大 读 者

,

也 才 能 与 世 界 文 学 获 得 沟 通

。

新 时 期 文 学 10 多年的发展证明
,

中 国 文 学 能 在 新 的 历 史 阶 段 保 持 着 勃 发 的 生 命 力

,

中 国

文 学 能
以 自 己

鲜 明 的 特 色 走 向 世 界

,

贡 献 于 人 类

,

能 否 自 觉 地 坚 持 和 贯 彻 毛 泽 东 文 艺 思 想 的

精 髓

,

是 个 关 键 问 题

。

诚 然

,

作 为 一 个 历 史 文 献

,

它 是 一 定 历 史 环 境 下 的 产 物

,

自 然 会 有 某

些 不 可 避 免 的 历 史 局 限

,

所 以

,

必 须 随 着 新 的 历 史 实 践 继 续 丰 富

、

补 充 和 发 展

。

但 它 那 基 本

的 思 想 原 则 则 是 永 恒 的

,

是 文 学 生 命 的 永 恒 火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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