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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个动态的科学体系，需要与时俱进。本文总结了近１０年来学术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研究热点的大体状况，希望拙文能对当前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工作起到些许帮助。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９４００７－（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３１－０３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广大文艺

工作者在不断变化的革命实践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

胜利。当前，毛泽东文艺思想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外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细致的研究，长期以来，研究的热情经久不衰。其

研究热点主要如下：

１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一直以来都是

热点话题，近年来经过学界的共同研究基本上达成

了共识。

第一是中国的文化、文学传统和“五四”以来新

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文艺实践为

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贺立

华、程春梅认为作为延安革命文艺思想的代表作，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释的思想与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少青在

他的文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性》中探讨了革命

文艺实践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形成的重大意义。

毛炳汉则从儒家思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角度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组成了毛泽东

文艺思想体系。虽然目前的著作和文章中还没有明

确指出这一观点，但通观近年来的学术成果，可见一

斑。黄筱荣、熊吕茂指出了周恩来对毛泽东文艺创

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张文泰论述了周恩来对毛泽

东美学思想的贡献。韩斌生研究了瞿秋白的文艺观

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联系。另外，论述邓

小平 丰 富 和 发 展 毛 泽 东 文 艺 思 想 的 著 作 和 文 章

颇丰。

第三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

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体系。姜雪梅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赖干坚则撰文明

确指出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革命是毛泽

东文艺思想的主体，它们都是从列宁文艺思想继承

并经过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发展而来的。吴正锋具体

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

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在周忠厚主编《马克思主义

文艺学思想发展史教程》、葛朗主编《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教程》等多部著作也都旗帜鲜明地论述了马克

思列宁文艺理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形成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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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邓小平．江泽民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继承与发展

　　 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江泽民

文艺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毛泽东

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邓小平、江泽民文艺

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

断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的

历史条件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作为毛泽东

文艺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江泽民文艺

理论体现了这一发展，并使毛泽东文艺思想达到了

新的阶段。

２．１　关于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学者们的

观点大体一致，但又有各自独到的见解。沈宝莲、程
巧玲着重从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总任务和根本目

标、功能及作用、“双百方针”内涵等四个方面入手，

论述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新。张秉福的

侧重点则在文艺的根本方向、对文艺功能的认识、文
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上。杨光祖

从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两大角度论述了邓小平

的文艺理论并探讨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

富和发展。范道桂则从社会主义文艺在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

根本前提和途径、社会主义文艺的效益观三方面深

入分析了邓小平文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李郁香著文指出邓

小平以高屋建瓴的政治家气魄，论述了文艺在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深邃眼光，努力拓展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发展方向；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实现了新的突

破。刘庆珊在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和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方面阐述了邓小平

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新。

２．２　关于江泽民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继

承精神。邓小平文艺思想多方面继承和丰富了毛泽

东文艺思想，深刻体现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实践

中坚持，在实践中发展的科学态度。江泽民根据新

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艺工作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和

新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新开拓。近年来学术界也

逐步开展了江泽民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的研究，依本人拙见，这方面的研究未来几年会成为

热点。

罗海兵认为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确定的

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文艺

的艺术性和政治性的辩证关系、表现时代精神与坚

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是繁荣文艺的必由之路方面即有

继承又有突破。周仲麟则深入分析了江泽民对文艺

工作的指示、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及一系列讲话得

出结论：江泽民文艺思想是对新时期丰富而生动的

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认识和新总结，是科学的理论

形态，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科学的坚持和丰富。

２．３　关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文艺思想的比较

研究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是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

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江泽民文艺理论发展

的需要。从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文艺思想

的时代精神，它要求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需要，紧紧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发展和繁荣文艺。

刘玉琼指出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共同

特征：实 践 性、科 学 性、人 民 性 和 党 性 的 有 机 统 一。

苏振东在毛泽东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思想，邓小平

的“二为”思想，江泽民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思想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陈献珩则认为党的三

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以人民为本位的

文艺观，强调文艺要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艺

要为人民 服 务。这 是 社 会 主 义 文 艺 发 展 的 本 质 要

求。夏静则从比较研究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核心问

题两方面阐明毛泽东和邓小平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

以及在马克 思 主 义 文 艺 理 论 中 国 化 进 程 中 的 历 史

贡献。

３　关于毛泽东文艺 思 想 与 西 方 文 艺 理 论 的

比较研究

　　 毛泽东文艺思想 和 西 方 文 艺 理 论 都 有 其 各 自

的优点与不足，加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

看到西方文艺理论的长处，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为新时期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

理论资源。高玉在这方面建树颇深，他认为毛泽东

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理论具有内在结构上的深层一

致性，毛泽东是在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否定和批判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者既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毛泽

东文艺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坚持马克

思主义“元典”精神。但二者存在的环境不同，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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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运用的侧重点、具体的观点、

概念范畴、话 语 系 统、运 行 方 式 和 所 处 地 位 等 都 不

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本质论的比较中，他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

态的本质论，都强调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

在具体运作上又有所不同，前者注重实践，后者“坐

而论道”；前者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后者走与其它

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融合的道路。毛泽东文艺

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强调文艺的社会

学特征，即强调社会对文艺的决定作用和文艺对社

会的反作用，但在具体侧重点上又有所不同。西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重视现实主义、悲剧、典型等

问题，而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深入

生活、改造世界观、文艺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等。

曾永成则从对文艺问题的视阀系统及其内在结构的

角度审视毛泽东和艾布拉姆斯的文艺观点，详细论

述了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活动中主观和客观

的关系和浪漫主义等问题上，毛泽东文艺思想实际

上超前地具有开放性的内涵。

４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民大众性研究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描写和表现人民大

众的新生活，就必须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排头兵，就
必须引导人民大众接受和欣赏。在今天，毛泽东“文
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仍具有时代价值。李秋

实从审美价值关系探究了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以人与艺术对象之间

的审美价值关系为出发点的一个美学命题。在文艺

为人民服务这个审美价值关系中作为对照的文艺，

其审美价值，只能在人民这个主体需要中得到实现，

这就要求解决好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关于怎样

才能使文艺的审美价值在人民这个审美主体的需要

中得到实现的问题，作者认为：第一毛泽东从审美的

社会实践性出发，要求文艺家参加社会实践，在深入

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第

二毛泽东从文艺的审美特性出发，要求文艺作品要

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中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陈献珩撰文说明了文艺反

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是通过文艺为人民服务

这一中介来完成和实现的。文艺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本质上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文艺价值就体现在文

艺与人民的关系之中。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是毛

泽东、邓小 平 和 江 泽 民 文 艺 思 想 的 一 个 共 同 特 征。

张孝平强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整个内容，都建立在

人民的一元论基础之上。其全部运思，都凝定在文

艺与人民的一元论框架之内。这一文艺思想，如果

就其中国特色而言，乃是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

思想。陈岗撰文指出，以人为本构成毛泽东文艺思

想的核心和灵魂，其基本内涵体现在文艺来源于人

民、服务于人民、普及提高人民三个方向。民族的形

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价值

指归。新的历 史 条 件 下，必 须 坚 持 毛 泽 东“以 人 为

本”的文艺思想，使中国文艺事业健康蓬勃发展。梁

柱、董学文也都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必须

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张金梅还分析了毛泽东的

大众文艺思想的演变极其现实意义。

５　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现实意义的研究

文艺本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如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精神生活和

文化消费日趋多样化，文艺体制本身也在不断变革。

新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过时，甚

至失去了理论阐释的空间。恰恰相反，毛泽东文艺

思想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强的现实感。

董 学 文 论 述 了 毛 泽 东 文 艺 思 想 的 唯 物 史 观 品

格、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三贴近”等强烈的现实指导

意义。张泽恩认为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要贯彻毛

泽东的文艺主体性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指导现实的

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文艺主体

性思想是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灵魂。潘

峰探究了 毛 泽 东 文 艺 思 想 的“与 时 俱 进”的 理 论 品

质，论述了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

服务性和“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的社会效益性

的两大社会功能。马驰从双百方针到建设和谐文化

的角度，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下建设和谐文

化及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性作用。高玉、黄卉、吴正

锋、郑中伟等人也都纷纷撰写了文章强调毛泽东文

艺思想的现实意义。总之，学术界一致认为：时代不

断变化，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不断与时俱进，毛泽东

文艺思想这个动态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当前及以后

都不 会 减 弱 其 对 社 会 主 义 中 国 文 艺 建 设 的 指 导

意义。
（下转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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