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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版本研究，较有代表性的

成果有刘增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版本

考释》、尹奇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个

版本比较》、孙国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版本》、潘泽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

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等。这些成果探究的主要版

本有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发表版、1953年修订版、

1991年再次修订版等，却鲜有人论及1942年5月毛泽

东《讲话》的原始口述版。尽管高杰在其著作《延安文

艺座谈会纪实》中提出了这一论题，但因故未能加以

深究。随着延安时期作家日记、年谱、回忆录等文献

的出版，披露了一些有关文艺座谈会的实况、细节，为

全面考察口述版《讲话》提供了文献依据。考察原始

口述版《讲话》，对《讲话》版本研究及再现延安文艺座

谈会的历史实况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对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所提八个问题

抑或六个问题的考察

在目前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讲话》所有版本中，

“引言”提请参会者讨论的问题有五个。这五个问题

有两种记述，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刊发的《讲话》

“引言”记述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工

作问题和学习问题。”①1953年后，各种版本《讲话》

“引言”统一修改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

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②。虽有修改，依然是五

个问题。但1942年6月15日出版的《谷雨》刊发的丁

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则说：“五月二号的文艺

界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八个问题。”③而萧军在

1942年 5月 2日的日记中记述，5月 2日文艺座谈会

上，毛泽东“提出了六个文艺问题”④。两者记述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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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却表明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提请

参会者讨论的议题并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那

么，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到底是如丁玲

所说提出了八个问题，还是如萧军所说提出了六个

问题呢?它们与公开发表的《讲话》“引言”的差异是

什么?对此，有必要进行考察和分析。

1.丁玲所说《讲话》“引言”八个问题的考察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丁玲说：“是一九四

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写的，是我在那个会上的发

言。”⑤虽然文章开篇记述了“毛主席提出了八个问

题”，但文中并未详细记述是哪“八个问题”。从其文

章论述内容来看，其阐述的第一个问题是文艺与政

治的关系问题，丁玲认为：“文艺应该服从政治，文艺

是政治的一个环节。”⑥第二个问题是立场与方法的

问题，丁玲主张，党员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

的立场，中央的立场”；“方法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联

系地发展地看问题”⑦，亦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第

三个问题是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是由立场与方

法问题所衍生出的一个问题。丁玲认为，“假如我们

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

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问题的”⑧。第四个问题是如何

获得正确的立场与方法的问题。丁玲认为，一是“马

列主义的学习”，二是“接近群众生活”“同群众的斗争

生活结合”⑨。可见，丁玲实际阐述的是四个方面的问

题，如果将其立场与方法问题拆分为立场问题、方法

问题，获得正确立场与方法中所论的“马列主义的学

习”与“接近群众生活”两个方面看作两个问题，也不

过是六个问题，而非八个问题。那么，丁玲为什么会

有“五月二号的文艺界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八个

问题”的记述呢?综合多方面信息来看，丁玲所提及

的八个问题，很可能是其理解或记忆有一定的偏差。

首先，从丁玲文章开头所写的“五月二号”的时

间来看——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发言，显然

不是在5月2日，而是在5月16日或5月23日座谈会

上的发言，其发言时间与《讲话》“引言”有一定的时

间间隔，且从丁玲文章所论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来

看，与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讲话》“引言”完全相符的

只有“立场”问题，并且是与“方法”连在一起。这表

明，丁玲对毛泽东《讲话》“引言”所提问题的记忆有

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其次，丁玲文章所论除了“文艺与政治”这一问

题外，其余问题实际上与《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讲

话》“引言”五个问题的内容大体相当。譬如，“如何

获得正确的立场与方法”中阐述的“马列主义的学

习”“接近群众生活”与“引言”中的“学习问题”“工作

问题”密切相关，只是理解与表述不同。再如，“写光

明与写黑暗”问题与毛泽东“引言”中“歌颂呢?还是

暴露呢?”的问题相当。丁玲认为，“表面上是属于取

材问题，但实质上是属于立场问题”⑩。这表明，丁玲

关于毛泽东口述版《讲话》“引言”所提问题的记述，

当是用她自己的话理解与概括的，而非对毛泽东“引

言”所提问题的实录。

再次，丁玲记述的“文艺与政治”这一问题，并非

是与立场、态度等问题并列的讨论话题。从其文章

的表述来看，丁玲也认为，“文艺服从政治”“必定首

先为我们的作家明确而肯定地承认”，这一“正确的

对文艺的观念是在所有问题之前必须说明白的”。

这即是说，只有在文艺服从政治的前提下，方可谈论

创作立场、态度。查阅延安时期相关文献可知，“文

艺与政治”这一问题并非只有丁玲一人论及，艾青

《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刘白羽《对当

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艾思奇《谈延安文艺工作

的立场、态度和任务》等文章均将“文艺与政治”作为

首要问题，在文章开篇加以阐释，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和态度。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

言”可能提及了“文艺与政治”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

非是与立场、态度、对象等问题并置的提请参会代表

讨论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

语境下，文艺服从政治是毋庸置疑的。而召集文艺

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共领导下的广大文艺工

作者明确“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

系”，“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

个组成部分”，这是前提，也是目的。正是在这样的

前提和目的下，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座谈会拟讨论和

解决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等一系列问题。

另据萧军日记记载，此次座谈会上，毛泽东首先

报告了陕甘宁边区危险的政治环境，之后“提出了六

个文艺问题”。这也表明，1942年，陕甘宁边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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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环境是毛泽东《讲话》“引言”预设的历史语

境，故“文艺与政治”应为座谈会讨论问题的背景与

前提，不构成与立场、态度并置的提请参会代表讨论

的议题。因此，丁玲所说“毛主席提出了八个问题”

的记述，颇值得存疑。

2.萧军日记所记《讲话》“引言”六个问题的考察

1942年5月2日，萧军日记不仅提到了毛泽东口

述版“引言”“提出了六个问题”，而且详细记述了这

六个问题，依次为“①立场。②态度。③对象。④材

料(写什么)。⑤如何搜集材料(和各方接近)。⑥学

习。”但萧军所记述的六个问题与公开发表的《讲

话》“引言”的五个问题还存在些许差异。通过比对

可以发现，萧军日记记述的“立场、态度、对象、学习”

四个问题与公开发表的《讲话》“引言”所提的“立场

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学习问题”四个问题完全

一致，差异在于公开发表的《讲话》“引言”中的“工作

问题”在萧军日记中没有直接记述。萧军日记记述

的是“材料(写什么)”“如何搜集材料(和各方接近)”两
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值得探究。

1942年5月14日，萧军刊发于《解放日报》的《对

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文，是作者根据自己在

5月 2日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该文以

“立场”“态度”“给谁看”“写什么”“如何搜集材料”

“学习”六个问题为小标题，分别阐述自己对这些文

艺问题的见解。尽管该文将日记中的“对象”问题置

换成“给谁看”的问题，但两者实质相同。公开发表

的《讲话》明确指出：“对象问题，就是文艺做给谁看的

问题。”从萧军文章中对“写什么”“如何搜集材料”两

个问题的阐述来看，“写什么”中主张“多写进步的，典

型性较大的”，“如何搜集材料”中主张“接近、观察、研

究”人和生活，“到那最复杂、变动最快、斗争最尖锐、

明暗度最显著的地方去。也多接近这样的人”。其

中，关于“如何搜集资料”问题的论述与公开发表《讲

话》“引言”“工作问题”所说的“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

种事情，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的阐述趋于一

致。因此可以说，“如何搜集材料”的问题，实质上是

工作问题，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

这样看来，萧军日记关于口述版《讲话》“引言”

问题的记述与公开发表《讲话》“引言”问题的差异，

就在于多出了一个“材料(写什么)”问题。那么，毛泽

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是否如萧军所说提出了

“材料(写什么)”问题呢?延安时期其他作家的文章可

以作为佐证。首先，1942年 5月 15日《解放日报》刊

发的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

中即有“写什么”的阐述。艾青明确表示，要“写法西

斯的兽性与残暴，写我们的反抗与胜利”，并在“怎

样写”中，论述了写作的语言、形式、题材、写光明与

写黑暗等问题。其次，1942年 5月 23日《解放日报》

刊发塞克《论战时艺术工作和创作态度》一文，其中

不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写作立场、态度、学习的见

解，而且明确指出，写作时“一个作家无论他从哪个

角度下笔都可以，不论你取材于反动的，没落的，或

是进步的，士兵和农民的，什么题材都是一个样，总

之你的目的是使人类进步，加强这个动力的，在这总

的前提之下，作家有选择题材的绝对自由，但是我们

应该着重指出来的是——最应该写什么?”艾青《我

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写于 1942年
4月 23日，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根据毛泽东的修改

意见改写而成的。艾青说，毛主席“谈的主要是歌颂

和暴露的问题。我就根据当时所理解的程度，把文

章加以改写，成了《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

塞克《论战时艺术工作和创作态度》一文写于1942年
5月21日。此两文均刊发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

谈会召开期间，是为配合文艺座谈会的讨论而刊发

的。他们文章中关于“写什么”问题的思考，明显表

现出契合毛泽东《讲话》“引言”的痕迹。

此外，1943年 10月《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讲

话》“结论”亦将“题材问题”与立场、态度等问题并列，

指出“在为工农兵与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

决之后，其他一切问题，例如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

象问题，题材问题……便都一起解决了”。“结论”中

的“题材问题”实质上就是对“引言”中“材料(写什么)”
问题的回应。由此可以推论：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

话》“引言”当如萧军所说提出了“材料(写什么)”的问

题。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口述版《讲话》“引言”实际提

出了六个问题，而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

那么，毛泽东口述版《讲话》“引言”所提的六个

问题，为什么在公开发表时会变成五个问题?从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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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的文章内容来看，“写

什么”涉及的是作家的写作题材问题，即写作材料的

选取问题，放置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语境中也

可以说是“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萧军主张“多写

进步的，典型性较大的”。而这个问题与毛泽东《讲

话》“引言”“态度问题”中“歌颂呢?还是暴露呢”的内

容颇为相同。这就意味着，“写什么”的问题表面上

是“材料”选取的问题，本质上也可以说是“态度问

题”。这样一来，“态度问题”与“材料(写什么)”问题

势必会在内容上彼此重合，导致问题归类逻辑不够

严密。由此可以推论，《讲话》公开发表时可能会因

“材料”问题与“态度问题”内容重合，而将“材料”问

题归入“态度问题”，从而使《讲话》“引言”由原始口

述版的六个问题变成了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

此外，“如何搜集材料”的问题，何以会在公开发

表的《讲话》“引言”中转变为“工作问题”?这颇耐人

寻味。从公开发表的《讲话》“引言”内容来看，“工作

问题”即为文艺工作者如何了解、熟悉工农兵，如何

融入工农大众，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工农大众打

成一片，从而获得书写工农大众的创作材料，其实质

是“如何搜集材料(和各方接近)”的问题。表面看来

似乎变化不大，属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但实

质上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何搜集材料(和各方

接近)”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理论领域

的问题，核心是作家如何获取、积累写作素材。但在

抗战语境下，“工作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

理论问题，而成为一个带有浓郁民族革命战争意味

的政治理论问题，即文艺工作者如何进行民族革命

战争工作的问题。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的

历史语境可知，在民族革命战争语境下，毛泽东及中

共中央领导人真正所关注的显然不是文学艺术家

“如何搜集材料”，而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如何为革

命工作。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

探讨文艺理论问题，而在于“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

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因此可以说，从“如何搜集

材料”到“工作问题”的变化，不仅是《讲话》从口头演

讲到书面文本的演变，而且折射出“文本意义生产”

历史语境变迁中文本意涵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窥探

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即在民族革命战争

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将纯粹的文艺理论问题纳入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民族革命工作轨道。

综上所述，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并

非如丁玲所说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应如萧军所说，提

出了六个文艺问题。而且从丁玲及诸多作家关于

“文艺与政治”问题的阐述中也可推论，作为座谈会

讨论问题前提的“文艺与政治之间的正确关系”有可

能就是1943年公开发表《讲话》“引言”中“文艺工作

与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的原始表述。但

两者在实质上也有不同的意旨：“文艺与政治”的表

述往往凸显的是文艺与一定政党政治的关系，无法

凸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而“文艺工作与

一般革命工作”的表述则淡化了政党政治，突出了阶

级政治与抗战的民族革命语境。这也意味着，随着

时间推移及历史现场的变化，毛泽东对《讲话》的文

本意涵当会产生新的想法或看法。

二、口述版《讲话》“结论”部分原始风貌考察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公开披露毛泽东《讲话》内容

的是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实现文艺运

动的新方向，中央文委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的

报道，其中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

务》为小标题，概述并转引了毛泽东《讲话》“结论”的

部分内容。忽略掉其中对《讲话》的概述，仅从其直

接引用的部分来看，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

发表的《讲话》颇具差异。通过比对可以发现，3月13
日《讲话》报道中直接引用的“结论”内容，在10月19
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不仅被拆分开来，而且作

了大量的补充和阐释。

首先，对于“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

题的回答，3月13日的报道引用为：“在我们，文艺不

是为地主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帝国主义

者，而是为人民的。”这一表述，言简意赅，是一个简

单直观的结论，没有阐释、也无论证。10月19日《解

放日报》公开发表的《讲话》改为：“在我们，文艺不是

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并在这样的表述前，

增加了很大一段内容：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文艺，中国封建

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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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

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

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

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

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

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

人就是这样，这叫做奴隶文化，奴隶文艺。还有

一种文艺是为特务机关的，可以叫做特务文艺，

这种文艺的外表也可以“很革命”，但是实质却

不出上面三种范围。

上述增加的内容，详尽阐述了为地主阶级的封

建文艺、为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文艺、为帝国主义

的奴隶文艺的实质，并补充阐述了为特务机关的

“特务文艺”，通过对这些不同文艺实质的分析，得

出结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

为人民的。”与 3月 13日报道引用的内容相比，增加

分析后的阐述逻辑更加严密，说理更为透彻，说服力

也随之增强。且从“诚然”一词及“诚然”之后的“文艺

是为地主阶级的……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文艺

是为帝国主义的……”等一系列相同句式的铺排，以

及条分缕析的论述可以看出，此段内容显然是经过了

逻辑与理性的推敲，带有很强的书面论说意味。另据

胡乔木回忆，《讲话》“稿子发表时，正在搞‘抢救运

动’，搞出很多‘特务’，所以就把文艺界的‘特务问

题’特别标出来”。这也表明，关于“特务文艺”的这

段内容应该是1943年10月公开发表时加上去的。

其次，对于“什么是人民大众”这一问题的回答，

3月 13日《解放日报》报道引用为：“那么，什么是人

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小资

产阶级。”而 10月 19日《解放日报》公开刊发的《讲

话》则表述为：“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

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

民、兵士与小资产阶级。”后者补充了“占全人口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内容，对“最广大的人民”作

了具体阐释。而且 10月 19日公开发表的《讲话》在

紧承“什么是人民大众呢”的回答后得出了相应的结

论：“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

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

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

即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战争的

主力。第四是为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

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

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由此可见，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

《讲话》不仅对“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作了详尽具体的

阐释，而且对文艺服务的四种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

地位及作用作了明确区分，即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是战争

的主力，小资产阶级是长期合作的同盟军。这是立足

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现实语境，对各阶级现状的清

醒认知，以及对中国革命势力的准确判断与分析。

有了这样深入的判断与分析，其结论就自然比 3月

13日《讲话》报道中所引用的说服效果好得多。

再次，在对“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哪个更重要”

的问题的回答中，3月 13日《解放日报》报道引用的

内容为：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的，第二是

为着小资产阶级。在这里，不应该把小资产阶

级提到第一位，把工农兵降到第二位。我这样

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我们队伍中没

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看得比小资产者还不重要

的。而是说在行动上，在行动上，是否有人把小

资产者比对工农兵还更看重些呢?确实是有的，

许多同志注重研究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

着重的去表现他们。对他们寄与满腔的同情，

连他们的缺点也多方原谅了；而对于工农兵则

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

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工农

兵，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些同志的“灵魂深

处”还是把重点放在小资产阶级的身上。

报道中连续引用《讲话》“结论”的这段内容，重

点突出了毛泽东对文艺座谈会讨论问题所得出的结

论，即文艺第一是为工农兵的，第二是为着小资产阶

级，而不是相反。读来对比鲜明、前后连贯、一气呵

成。10月 1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则对此作

了大量扩充。两相比较，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

的《讲话》，首先，突出了为什么“我们的文艺第一是

为着工农兵的，第二是为着小资产阶级”的原因阐

··4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毛泽东思想 2022.3
MAO ZEDONG THOUGHT

释。从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及革命性差异的

角度，指出工农兵虽然文化层次低，但其数量众多，

革命坚决性较大。小资产阶级虽比工农兵有文化、

有教养，但人数较少，革命坚决性较小。因此，文艺

“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的，第二是才是为着小资产阶

级”。其次，突出强调了文艺界的问题所在，即不能正

确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并详细阐述了文艺

创作中具体存在的两种情形——其一，未能引导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去接近工农群众，也未参加到群众的

实际斗争中，去表现、教育工农群众；其二，未站在无

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写作。很显然，增加了原因阐释

与对文艺界存在问题的详细分析后，比之前的表述

更为系统化，逻辑更为严密，也更具说服力。

此外，1942年 5月 30日，毛泽东在鲁艺传达《讲

话》精神的演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口述版

《讲话》的原初风貌。据欧阳山尊回忆，延安文艺座

谈会结束后，毛泽东为鲁艺师生讲了一次话，“讲话

的内容与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内容一样”，这从当时

的鲁艺学员陆石的回忆中可以得到印证。据陆石回

忆，毛泽东在鲁艺讲普及与提高时说：

普及是向工农兵普及，提高是从工农兵那

里提高。提高要有一个基础，不能凭空提高，也

不能关起门来提高……比如地上有一桶水，你

要把它提到桌子上来，你怎么提法呢?……你不

能从空中去提嘛。……这桶水只能从地面上把

它提高起来。地面才是基础。文艺提高的基础

也只能是在工农兵群众那个地面上，在你们向

工农兵普及的同时，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

向，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样提

高了的文艺，对于普及工作就有指导意义。所

以，我们的口号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

高的指导下普及。

陆石关于毛泽东鲁艺讲话中“普及与提高”的回

忆，与毛泽东公开发表《讲话》“结论”中“普及与提

高”的内容高度相似，不同的是陆石回忆中补充了毛

泽东在鲁艺演讲时的动作与神态，语言较为随意亲

切，不如公开发表的《讲话》逻辑严谨。

总之，上述文献资料中有关《讲话》的文字记述

与《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讲话》文字表述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口述版《讲话》的原始风

貌。从中可见，一方面，囿于现场即兴演讲的因素，

口述版《讲话》显得较为随意、自由，有的地方采用简

单的对比性、总结性结论，辅之以生动具体的实例，

未能充分揭示问题的深层原因。而 1943年 10月 19
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一年

多的充分思考、推敲后形成的对文艺问题的系统化

表达，逻辑严密、措辞严谨。另一方面，口述版《讲

话》是座谈会前期，毛泽东在调研文艺问题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个人对于延安文艺问题的总结与见解；

1943年 10月 19日《解放日报》公开刊发的《讲话》则

上升为配合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界进行整风的重要政

策性文献。作为整风文献、文艺政策的《讲话》，需要

推敲斟酌，增强其理论性、逻辑性，以便于在文艺领

域实施。可以说，从口述版《讲话》到公开发表的《讲

话》，不仅如回忆者所说，删掉了口语化、即兴化的表

述，而且也根据语境的变化，增加了逻辑性、理论性

的阐述，补充了能夯实结论的深层原因分析。因此，

原始口述版《讲话》与公开发表《讲话》的差异，一方

面是口头演讲与书面文本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文

本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毛泽

东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口述版《讲话》无疑是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初呈现形态。

三、原始口述版《讲话》的语言风格与现场互动

口头演讲与书面文章在语言风格上有明显的不

同，这种不同也体现在《讲话》版本的变迁中。据与会

者回忆，1942年5月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讲得

很随便，是比较轻松的”，作结论时也是一边论述，一

边发挥，“谦虚而又有风趣”，现场演讲效果极佳。

1.原始口述版《讲话》语言风格窥探

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留给与会者印象最

深的便是语言生动形象、幽默风趣。从诸多亲历延

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的回忆文本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毛泽东口述版《讲话》的语言风格与现场气氛。何

其芳回忆，毛泽东作“引言”时说：“我们有两支军队，

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公开发表

时改成了“‘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结论”部分，在讲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

产时，毛泽东说：“我讲了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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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

国。”在讲文艺家要暴露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而

不是人民群众时说：“人民群众的缺点，落后现象，这

应该挂在谁的账上呢?这不应当挂在人民群众的账

上，应当挂在剥削阶级的账上。”在讲普及与提高

时，针对柯仲平的发言，毛泽东还说：“你们如果老是

《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魏东明回忆，毛泽东

在谈延安时局时说：“最近我们要发起大生产运动，

其目的在多搞几颗小米，放在口中，以求生存，这就

叫‘挖土经济’。”正是这些形象生动的譬喻令与会

者在多年以后依然记忆犹新。

此外，随意亲切的口语化表达，也是口述版《讲

话》留给与会者的深刻记忆。吴雪回忆，作结论时毛

泽东“还说，‘总司令已经讲了嘛!还要我讲呀?我讲也

超不出他的范围。既然要我讲，那就讲几句吧!’”

于敏回忆，作结论时，毛泽东“有两次伸出三个指头，

说‘请了三餐’。这是因为每次开会，都招待晚餐，除

了大米饭，还有红烧肉和煮鸡。所以此语一出，大家

哄堂一笑，气氛融洽而欢乐”。干学伟回忆，作结论

前，毛泽东谦逊地说：“同志们，这次会开得很好，同

志们的讲话使我学到很多……对文学艺术，我是个

门外汉、小学生，现在大家要考我一考，题目就叫‘结

论’。”欧阳山尊回忆，毛泽东作结论时最后说：“我

这个讲话不是最后结论，同志们还是可以提出不同

意见，等到中央讨论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

结论。”黄钢也回忆，毛泽东作结论的“第一句开场

白就是‘今天晚上是同志们对我出的一个题目。这

个题目是对我的考试。这场考试的题目就叫结

论。’”“至于今天晚上的考试，及格不及格呢，就要看

同志们的评定了。”

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的回忆，最为直观

地呈现了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的语言风格。与

《解放日报》公开刊发的《讲话》相比，口述版《讲话》

善用形象具体的譬喻、俗语，语言更显生动幽默、轻

松风趣，留给与会者的印象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

这也是毛泽东演讲的一贯风格。美军观察组组长戴

维·包瑞德在《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记述了他

于1944年访问延安期间，听毛泽东演讲的观感：“他

给我留下一个极好的演说家的印象，他总是神态自

如。……他引用的幽默辛辣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

听众一阵阵大笑。”可见，毛泽东的演讲，幽默机智、

深入浅出、自然流畅，显示出毛泽东的睿智谦逊，同

时也活跃了会场气氛。经修改后公开发表的《讲

话》，语言表述虽然更为严谨、理论性更强、文本意涵

更为深邃，但却少了些许口述版《讲话》幽默亲切的

现场感。显然，口述版《讲话》与公开发表《讲话》的

差异体现在表述形式、语言风格上。

2.原始口述版《讲话》现场互动的考察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陕甘宁边区的

处境异常危险。因此，毛泽东首先报告了陕甘宁边

区“危险的政治环境”，之后才提出拟讨论的文艺问

题。正是《讲话》“引言”关于边区政治环境的报告，

引发了与会者对当时延安时局的关心，开始了与毛

泽东的互动。据刘岘回忆：“因为当时局势很紧，胡

宗南的军队向边区进攻，关中一带打得很凶(延安各

机关也在备战)，有位同志忽然站起来请主席谈谈最

近和国民党打仗的情况。主席说：‘地还是要种的，

风还是要整的。’接着说了四句：‘整风学习，不违农

时，精兵简政，多余迁徙。’”魏东明回忆：“当时传说

胡宗南要进攻边区，有人写纸条请毛主席谈谈时局，

毛主席说，看样子还不用着忙，鸡子还不要杀掉，婆

姨娃娃还不用搬家。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烧’，干部就是我们的‘青山’，如果‘蒋委员长’想来

延安，我们就把坛坛罐罐留给‘委员长’，把干部带到

山沟里去，到了山沟里，我们还要抽空整风，一定要

把我们的作风整顿好。”罗工柳回忆说：“在座谈会

开会前，有一段小插曲。当时文抗有很多人是大后

方来的，对战争不熟悉。就在这时，胡宗南的军队在

洛川一带围困陕甘宁边区，并准备进攻边区。参加

座谈会的人可以隐约听到胡军的大炮声，有人写了

一张条子说：大炮都响了，怎么办?递给了毛主席。

主席说：没关系，前方有我们的军队在顶着，胡军是

打不进来的。你们喂的鸡不要杀，孩子不要送给老

百姓，万一前方顶不住了，我带你们钻山沟。”于敏

回忆，第一次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人们很关切地提

出一个问题：胡宗南会不会发起进攻。毛泽东回答

得很干脆，也很轻松：‘他来，我就让他，无非是打碎

些坛坛罐罐。’”周立波回忆说，座谈会上有人让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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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讲一讲时事，“他笑着说道：‘别的事情报上都有

了。你们大概听到了，胡宗南打算要来打我们。我

们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呀。’大家都笑了。毛

泽东同志又说：‘他们一定要进来，我们就让开，这一

些桌椅板凳都送给他们，也算是相好一场。’……接

着他说：‘现在他们还没有动手，我们是有调查研究

的，你们莫着急，不要把鸡都杀了。’人们又大笑起

来，特别是那些喂了鸡的女同志，笑得更响亮”。

首先，从作家彼此重合却又不尽相同的回忆记

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毛泽东口述版《讲话》的

时代语境和现场氛围。1942年，陕甘宁边区在政治、

军事、经济等领域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

的进攻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军事威

胁，使得延安的现实环境复杂险恶。这种险恶的政

治、军事、经济环境不仅成为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

话》“引言”的开端，而且也开启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互动。

其次，这些回忆表明，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

“引言”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通过对当

时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动态的分析介绍，引出文艺

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将文艺问题置于延安时期陕

甘宁边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历史语境中去考

量，旨在让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对中国抗战的时

局、延安的危险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以便能正确看待

“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并能

在当时延安颇为紧张的时局中，幽默地与参会者进

行轻松互动，在活跃文艺座谈会现场气氛的同时，也

坚定了知识分子、作家的革命信念，从而为文艺工作

者思考理解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设定了语境，为

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及“如何为”的问题作了思想上

的铺垫，对促进文艺服务抗战，文艺与现实的有机融

合，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意

义重大。这些有关延安时局的互动内容，虽未出现

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讲话》“引言”中，却构成

了原始口述版《讲话》的现实语境，依然可视之为毛

泽东《讲话》“引言”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通过上述考察，得以窥探毛泽东原始口述

版《讲话》的历史风貌。相比于公开发表的《讲话》，

原始口述版《讲话》能将文艺问题置于当时陕甘宁边

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语境中去考量，并能结合

现场环境，即兴发挥，与参会者进行轻松和谐的互

动，语言幽默风趣、深入浅出，有强烈的现场感。可

以说，原始口述版《讲话》虽不及修改后公开发表的

《讲话》系统化、条理化，却呈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最初形态，值得深入研究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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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Original Oral Version of Mao Zedong's
"Speech at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

Li Hui Gao Rui

Abstract：Mao Zedong's "Speech at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 is a classic text of Marxist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in Yan'an period. Transformed from oral speech into a written text, with many times revisions, it has
formed several different versions. But in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researchers have ignored the study of the
original oral version of "Speech".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f the Yan'an Period and the writers' diaries and memoirs of the
symposium, we can fi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Mao Zedong's original oral version of "Speech" actually put forward
six issues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discuss instead of the five ones in the published versions. Its content is not limited to
pure literary and artistic issues, but involves these issues in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context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Moreover, the oral version shows the relaxed and
harmonious on-site interactions with the participants. Although its "conclusion" is not as rigorous in language and
tight in logic as in the published versions, it is quite lively and interesting, and has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eech" from an oral one into a published text not only means the changes in language form and
meaning, and changes in the historical scene, but also presents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track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Examining the original oral version of "Speech" helps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live picture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

Key words：Yan'an period; Mao Zedong; "Speech at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mposium"; memoirs;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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