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2020.2
MAO ZEDONG THOUGHT

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从文化上看是在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乡土中国所进

行的革命性变革。因此，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

培植革命文化，如何妥善地处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

化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关键

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

考，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毛泽东关于革命

文艺民族化的思考，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提供

了重要启示。

一、革命文艺“民族化”的缘由：动员、纠偏和

重塑

“民族化”是延安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

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

在1938年秋天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民族形式”概

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

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

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

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在1939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他又提出新文化以四大口号为好，即“民族化

(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
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

的)”②。这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化”和“民族形式”的

较早论述。1939年春，柯仲平、周扬、陈伯达、艾思奇

等分别发表《谈“中国气派”》《我们的态度》《关于文

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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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民族形式”讨论。郭沫若、茅盾、萧三、何其芳等

左翼文人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讨论逐渐由延安

扩散到国统区和香港，发展为抗战后文艺界最大的

一次讨论，情形非常热烈，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

开后才逐渐平息。

事实上，毛泽东在提出“民族形式”之前，就开始

关注文艺界利用旧形式的问题。1937年，西北战地

服务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对主任丁玲说：“现在很

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

只要对抗战有利。”③在 1938年 7月陕甘宁边区工人

代表大会的晚会上，毛泽东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

宫》等戏，感到现场群众对这些戏很喜欢，指出“群众

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④。毛

泽东不仅鼓励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胆利用旧形式，还

密切关注着文艺理论界关于旧形式的讨论，乃至国

统区的有关讨论情况。1938年 5月，他曾致信刘雪

苇，说看了《七月》杂志社举办的“宣传、文学、旧形式

的利用”座谈会记录，“很欢喜”⑤。

毛泽东没有对“民族化”下过专门定义，但从一

系列相关论述不难领悟他对“民族化”的基本理解。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

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

们民族的特性。”⑥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指出：“现在

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是很好

的。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应当

“先办‘少许’，再去办‘化’。”⑦可见，这里的“民族化”

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民族化是由少到多、逐渐

发展的实践过程，即通过不断努力，达到“彻头彻尾

彻里彻外”的民族风格；其二，民族化既是形式也是

内容，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转变。尽管当时所提

的口号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⑧，但毛

泽东所理解的民族化首先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

与独立”，这显然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要建立一种

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文化。⑨

毛泽东提出革命文艺“民族化”，主要有下面几

个原因：

(一)树立民族自信心，塑造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

和国家意识，从而扩大革命文艺动员

在抗日战争背景下，革命文艺需要与抗日相结

合，这就要求其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毛泽东认为，

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

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

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

是革命的民族文化”⑩。在抗战时期，即使“演旧戏也

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

天时代的要求”。民族形式由于其千百年来一直受

到民众喜爱，有利于民众获得与国家和民族在精神

血脉上的沟通，民族性的内容则可以在思想上塑造

民众的国家和民族意识，这些都是抗战所急需的。

(二)纠正五四新文艺的发展偏差

五四新文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现代转

型，但也存在民族化不够的缺陷。五四运动后的 20
年间，新文艺并没有取得对旧文艺的压倒性胜利，这

种情况在农村尤其突出，即使在都市也并不乐观。

周扬这样描述当时的文艺状况：“没有一本新文艺创

作的销路，在小市民层中能和章回小说相匹敌。全

国各大都市竟没有一处话剧场，旧戏院则数不胜

数。”这表明新文艺远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

之所以如此，当然有许多外部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

是其“欧化”倾向，这与毛泽东所批评的理论界“言必

称希腊”的现象本质上是一样的。提出革命文艺的

民族化，如同当时艾思奇所说的，“是把新文学十几

年来的发展中的非中国化的偏向的一个纠正”。

(三)重塑革命文艺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社会的文化

从根本上说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与

此同时，也受到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的影响。人们并

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因为传

统的力量如此强大，斯大林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

会建立后，苏联文化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

形式的文化”。这种带有苏俄特点的无产阶级文化

传播到中国后，相应地需要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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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突然面对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苏联话

语，并不容易一下子弄清楚其中的涵义。带有苏俄

特点和西洋艺术特点的文艺作品，尽管其思想内容

是中国革命所急需的，却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尤其是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民族解放成为时

代主题后，这种带有浓重苏维埃色彩和西洋色彩的

革命文艺迫切需要进行重塑。首先，正如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民族形式是中国文化

所“应有”的“自己的形式”，这是关涉到民族独立和

尊严的根本问题。任何国家的人们无不生活在具有

自身民族特性的文化环境中，民族性是其认同祖国

和本国文化的根本理由。国难当头，这种文化认同

更加迫切。其次，只有实现革命文艺的民族化，才能

更加深入地推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大众化”是 20
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一个响亮口号，然而成绩十

分有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并不懂

得如何大众化，以致面对群众时“英雄无用武之

地”。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要求创造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革命文艺，而“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

就不能拨开广大老百姓年代久远所习惯的民族形

式”。再次，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实践，可以通过对

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保护、挖掘和提高，

从而为革命文艺输入新的血液。正如列宁所指出

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

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

规律的发展。”革命文艺不应当拒绝传统，反而应当

充分继承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在吸收、融合、改造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1938年 4月，徐

懋庸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

一文，肯定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战地和农村采集民

间艺术形式的做法，并相信采用民间艺术形式对于

中国新艺术的发展必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

称赞此文“写得不错”。

二、革命文艺“民族化”的路径

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如何实现?如何保证“民族

化”的正确方向?这是延安时期革命文化实践无法绕

过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民族化与人民性、现代

性、国际性的复杂关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

文化难题。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这些

难题进行深入探索，并做出了审慎的解答。

(一)深入人民生活：基于人民性的“民族化”路径

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就是为了增强民族性，并

通过这种民族性唤起更多的民众。问题是，到何处

去寻找民族性?按照以往经验，寻找民族性最便利的

办法就是回归经典，强化人们对传统思想的认同。

国民党统治者所推行的“尊孔读经”走的就是这样一

条老路。然而，由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根深蒂固，

我国古代经典中既有数不胜数的思想瑰宝，也不可

避免地带有专制主义、等级主义和封建迷信的内

容。中国共产党自五四运动以来就高举文化革命的

旗帜，对于共产党来说，回归经典的老路显然是行不

通的。1943年 11月，中宣部专门就《新华日报》和

《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电董必武，指出“民族形式

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大后方很多人

正利用民族口号鼓吹儒家与其他复古独裁思想，故

党的报刊与作家对此更须慎重，不可牵强附和”。

可见，中国共产党力图与国民党在文化“民族化”问

题上划清界限。对于共产党来说，革命文艺的“民族

化”必须是体现人民性的“民族化”，决不能是复古独

裁的“民族化”。

毛泽东的看法与国民党统治者截然不同，他认

为寻找民族性主要不是到古代经典中去找，而应当

到活生生的人民生活中去找；深入人民生活，这是实

现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最可靠路径。毛泽东在《反

对党八股》中提出，要想写好文章就要学习语言，古

人的语言和外国语言都要学习，但首先要学习人民

的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

实际生活的。”他还认为，深入人民生活不仅可以丰

富生活经验，还可以提高艺术技巧。夏天的夜晚，农

民手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

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在他

这里，民众及其生活是文艺民族性的巨大矿藏和活

的源泉。民族性并不是博物馆中尘封的古董，而是

潜藏在人民生活中的文化基因，是亿万中国人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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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又不断发展的文化力量。因此，革命文艺的民

族性与人民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契合性，只有基于

人民性，才能在人民生活中发掘活着的民族精华，革

命文艺的“民族化”才成为“向前看”而不是“向后

看”；只有基于人民性，革命文艺的“民族化”才能更

好地“大众化”，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二)利用和改造旧形式：朝向现代性的“民族化”

路径

“旧形式”“民间形式”“民族形式”三个概念是延

安时期“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常用概念。“旧形式”指

的是民族传统形式，如京剧、年画等，这是与民族新

形式对应的；“民间形式”指的是民族传统形式中的

民间形式，如秧歌等，与民族传统形式中的贵族形式

相对应；“民族形式”从字面上看既可以指民族旧形

式，也可以指民族新形式，但在毛泽东这里基本上是

指民族新形式，即中国人民所应有的一种形式。这

种形式既应当是充分民族化、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

也应当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创造民族形式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有一个暂时

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传统文艺中

的各种旧形式，如年画、对联、秧歌等，都可以充分利

用。即使是鲁迅并不看好的京剧，毛泽东也认为可

以利用其来为抗战服务，因为“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

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

人民服务的新东西了”。

对于旧形式应当把握两个原则：

首先，应当以发展新形式为主，以利用旧形式为

次。当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传入国统区后，

1940年春天，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向林冰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在民族形式产生以前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

是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一种是大众习见常闻

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应该以何者为中心

源泉呢?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

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一观点由于刻意贬

低五四新文艺形式，受到葛一虹、胡风、郭沫若、茅盾

等国统区左翼作家的尖锐批判。现有文献找不到毛

泽东对向林冰观点的直接评论，但从周扬同样发表

于 1940年春天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

法》一文，可以间接了解毛泽东的态度。这篇文章是

毛泽东认真审阅后发表的，应该说体现了毛泽东关

于旧形式的基本看法。该文指出，旧形式因为它反

映旧生活且包含封建毒素，“所以它并不能够在那一

切复杂性上，在那完全的意义上去表现中国现代人

的生活”；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尽管存在欧化和脱

离大众等问题，但它相比旧形式更进步是毫无疑义

的，“完全的民族新形式之建立，是应当以这(五四以

来的新文艺——笔者注)为起点，从这里出发的”。

也就是说，革命文艺动员不能不利用旧形式，但是旧

形式终归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利用旧形式暂时

地迁就民众只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计。在毛泽东看

来，尽管建立新旧形式的统一战线需要同时改造新

形式和旧形式，旧形式要改造其思想内容，新形式也

要更加大众化，但主要还是用新形式、新思想去影响

旧形式、旧思想，即在“联合一切可用的旧形式、旧

人”的同时，“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

其次，应当对旧形式进行批判的继承和改造。

毛泽东赞同列宁关于“两种文化传统”的看法，认为

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统治阶级的传统和人民的传统

这两种不同传统。因此，在清理我国文化遗产时，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

代优秀的民间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

西区别开来”。革命文艺利用旧形式与复古主义的

根本区别在于：复古主义是“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

革命文艺则是将旧形式看作文化遗产，并努力“把这

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革命文艺一方面抛弃旧

形式中的过时的、有害的东西，一方面发扬旧形式中

的优秀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从而将旧形式改造为适

应现代社会的新形式。当然，改造旧形式是一个相

当复杂的问题，对此必须采取审慎的做法。在旧形

式中，并非一切统治阶级的形式都是无法利用的，也

并非一切“民间形式”都能作为革命文艺的源泉，这

就需要加以甄别。如在处理旧剧问题时，毛泽东同

意从内容上具体分为有利、无害、有害三类区别对

待。前两类剧目，不用经过修改或稍加修改即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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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害的剧目则应认真修改。只有这样，才能既

充分利用文艺遗产，又有效推进革命文艺的现代化。

(三)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资源：保持民族化与国

际性之间的合理张力

“民族化”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特征

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矛盾。1944年7月，在

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针对斯坦因提出的中

国共产党到底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的问

题，毛泽东回答“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

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

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这在一些

人眼中是“共产党至上”。而从文化底蕴上说，中国

共产党充分尊重本国的文化遗产，这在另一些人眼

中又是“中国至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可贵之

处，就是在民族性和国际性之间保持着适度张力，尤

其是在文化宣传实践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把

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分离开来的做法，是“一点也不

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必须处理好民族化与国际性

的关系。这主要包括：第一，应当将外国文化资源作

为革命文艺发展的借鉴，并将其内化为民族文化机

体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

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

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由于中国现代文化

发展滞后，学习外国进步文化更是势所必然。因此，

在提倡“民族化”的同时，固然要反对全盘西化，但也

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他反问道：“如果不搞一点

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

多次使用“有机体隐喻”来说明学习外国文化的复杂

性。其一，学习外国文化要经过民族文化机体的“消

化”。“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

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

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

粕、吸收其精华。”其二，外来文化应“在我们自己的

土壤里生长起来”。如果脱离中国文化的土壤，外

来文化就成无本之木。这些“有机体隐喻”说明，学

习外国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外文化有机结合、

外来文化内化为中国文化的过程。

第二，应当批判地学习外国文化资源，使革命文

艺的民族性获得创新性发展。毛泽东认为，文学艺

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照搬照抄，乃是“最没有出息的

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与艺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

主义和军事政治领域的教条主义的“性质是一样

的”。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决不能代替本国

的创造。他相信，经过民族主体的选择和民族文化

机体的消化过滤，外国文化资源不但不会消解革命

文艺的民族性，反而可以使革命文艺在民族性与国

际性的融合中取得进步，表现出融通中外的独特文

化艺术魅力。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音乐作品《黄

河大合唱》，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它的合唱形式、

管弦乐队伴奏等都源于西方，但它的题材是完全民

族化的，其中一些乐曲还吸收了民歌和船工号子的

曲调，是在批判继承外国文化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优

秀的民族化作品。

总之，革命文艺的民族化与国际性之间充满着

张力。正如当时周扬所说的：“我们要在对世界文化

的关心中养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亲切的关心和

爱好，要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取世界

文化的精华。国际主义也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

表现。”

三、革命文艺“民族化”的目标：创造“中华民族

的新文化”

毛泽东在 1939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民

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大口号后不久，

又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表述中，将四大口号精

简为三大口号，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这是毛泽东建国思想中的文化战略设想，意味

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同时建立起新民主主义

性质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文

艺不仅是充分民族化的，同时也是饱含科学精神、真

正大众化的。

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

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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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一致的”。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进步的，符合社

会历史发展方向，引导人们“向前看”的；二是求实

的，正确反映对象的本质，符合科学精神的。这就要

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如在1944年致

李鼎铭的信中，毛泽东要求《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

侯将此书用“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讲好李自成故

事，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作用。此外，延安时期的文艺

运动也和科普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对民众进行提倡

科学、反对迷信的教育。

所谓“大众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必须坚

持的根本方向。新文艺离不开民族形式，从根本上

说是因为民族形式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然而民族

传统文艺又存在严重不足，尤其是它的思想内容“颠

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是许多

参与“民族形式”讨论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国统区的知

识分子十分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利用大众喜闻乐

见的民族传统形式时，必须对其思想内容进行改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中，《新民

主主义论》所提出的“大众的”口号被确定为“这种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即加

上了“因而即是民主的”这句话。对于这一改动，人

们往往从毛泽东弥补新文化三大口号相对于四大口

号的不足的角度去理解，看作在三大口号和四大口

号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由此，有学者认为这导致

修改后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讲清楚“大众的”到

底是什么意思，尤其“大众的”和“民主的”是什么关

系，认为“大众化”在毛泽东这里更多是“谈表现形式

问题”。这种理解并不符合毛泽东原文。细读毛泽

东的原文可以看到，他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大

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是强调“它应为全民族中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

们的文化”。从“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可以看到，

“大众的”不仅是一个形式上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问

题，更是内容上的大众化、文化话语权的大众化。文

化话语权的大众化就是让大众在文化上做主，这无

疑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总之，真正“民族的”文艺也

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文艺。

可见，革命文艺“民族化”的目标体现在“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三者有机统一的结合。“民族

化”绝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必须在内容上体现

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趋向，体现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和民主精神。背离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所谓

“民族化”和“民族形式”，在毛泽东这里是不可能成

立的。向林冰主张以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

心源泉”，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与此相反，在毛泽东

看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因为鲁迅的作品不仅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内容上

也是体现民族精神的、民主的、进步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想付

诸实践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政治上看，民族化使

得革命文艺从形式到内容上进一步亲近民众，从而

更加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有力推进了革命文艺

动员民众的实践。从艺术上看，民族化不仅成为当

时重要的文艺批评标准，而且成为革命文艺的重要

特征。秧歌、秦腔、京剧等在延安盛极一时，产生了

许多经典作品。同时，革命文艺工作者还积极探索

中西结合的民族形式，这一时期产生的歌剧《白毛

女》、冼星海的音乐、古元的木刻都是代表性的作

品。当然，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延安时期民族文艺

的改造任务主要还不是如何在艺术形式上精雕细

琢，而是在内容上体现人民大众的政治要求和进步

思想。例如，在京剧工作方面，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主

要任务是掌握这门艺术，“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以

发挥其在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的文化动员作用。

四、余论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文艺民族化的思考和探

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环

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种具有鲜

明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情怀的理论，这两方面的

特征使其一开始并不容易站到民族的立场。从《新

民主主义论》所提的三大口号即“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包含‘民主的’)”来看，“科学”“民主”是五四

新文艺就开始提倡的，“大众化”是20世纪30年代左

翼文艺的响亮口号，唯独“民族的”直到六届六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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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问题后才引起文艺界广泛

注意。然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到中国后，必然

有一个适应中国实际和中华文化的民族特性的过

程。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立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提出文艺“为人民”的根

本方向，并基于国际主义的情怀和视野，提倡吸收外

国进步文化作为中国文艺发展的借鉴；另一方面则

基于中华民族的立场，运用民族化的方法，提出为实

现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

努力。因而，在延安时期的语境下，革命文艺就不仅

是基于阶级立场的，也是基于中华民族立场的。这

一立足点的根本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现。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方

法，也折射出其处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辩

证智慧。由于深信人民史观，也由于革命动员的需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更多侧重的是民间文化传统，而非上层统治阶级的

文化传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国民党

的复古主义做法显著地区分开来。然而，当延安革

命文艺面对五四革命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这两种最

重要的文化资源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

取非此即彼的做法，而是对二者均采取批判继承的

态度。正是由于对五四革命文化的继承，延安革命

文艺在倡导“民族化”的同时，仍然将科学和民主精

神作为重要诉求；正是由于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批判

继承，延安革命文艺吸收了来自民间的丰富的文化

养料，这又是五四革命文化不可比拟的。毛泽东和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方法，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而且“在实践中为中华

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五

四革命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消极态度，推动了传统文

化自信的重建。

为尽可能地呈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原貌，本文

引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等文献时，如果引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选

集》版本中有实质性改动，则使用延安时期首次发表

时的版本。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534页。六届六中全会讲话虽然只提出“民族形式”，没有直接

使用“民族化”字眼，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篇文章讲的就是

“宣传的民族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年，第844页。

②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③陈明：《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年纪实》，《新文学史料》

1982年第2期。

④《柯仲平文集》第3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282页。

⑤《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
25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⑨王明发表于1940年初的《谈文化统一战线》，将新民主

主义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民族形式、民主内容、科学基础和大众

方向。毛泽东对“民族化”的全面理解显然不同于王明。(参
见潘焕昭：《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2006年，第16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

《毛泽东文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23页。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

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文艺战线》创刊号，1939
年2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669页。

[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16页。

中国老百姓曾误以为“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由于

当时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不仅“共产”还

要“共妻”的现象也很普遍。(参见向德彩：《革命歌谣中的阶

级话语》，《浙江学刊》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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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来了很多名家。他们曾开展文

艺活动请老百姓欣赏，演了独唱和三重奏等节目，自己感觉很

好。问老百姓感觉如何，得到的回答竟是：女的唱得像猫叫，

男的唱得像驴叫。(参见闫东主编：《大鲁艺》，北京：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0页。

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文艺战线》

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6日。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州：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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