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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
底层叙事

姜 春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 以下简称《讲话》) 发表后，彻底颠覆了

此前的文学传统与书写经验，以其鲜明的指

向和姿态，形成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文学

观念和美学原则，体现了强烈的底层关怀与

底层叙事精神，其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所揭

示的文艺创作规律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尤

其是底层文学书写，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讲话》具有鲜明的底层价值取向

文学价值取向涉及话语领导权问题，决

定着文学的归宿，是文学价值构成中的一个

重要维度。因为文学作品由谁来写、写给谁

看、怎样来写? 是站在上层社会、知识精英的

立场，还是站在底层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立场

上书写? 最终又是为谁服务? 其结果和面貌

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在文学价值取向问题上，中国古代及近

代主流文学，其创作目标或者说接受对象，基

本上都是指向上流社会。古代有“缘情”的

文学、有“载道”的文学，其所“载”之“道”，

是统治阶级的驭人之“道”，所“缘”之“情”，

是封 建 贵 族 和 士 大 夫 官 场 失 意 的 牢 骚 之

“情”或恣情山水时的娱乐之“情”，“广大穷

苦的劳动者是无法进入文学创造和表现的领

域之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大都离劳动者的

生活太远，再加上，广大劳动者根本就没有受

教育的机会，所以，文学只能是游离于他们精

神世界之外的东西”。①这一状况在《讲话》
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讲话》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文学的价

值取向问题，亦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

的”的问题。②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

的问题”。③《讲话》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

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

个为 群 众 的 问 题 和 一 个 如 何 为 群 众 的 问

题”，④我们的文学艺术主要是为“工农兵群

众”的，⑤文艺为底层人民大众服务，是《讲

话》的精神实质，蕴含着《讲话》的价值指向，

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

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此前旧的文学观念

和审美原则，使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发生了根

本转移。《讲话》中阐述的文艺创作的主客

体问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

高等诸多问题都是以这种底层价值取向为共

同旨归。《讲话》以鲜明的姿态昭示我们，一

个民族的根基在底层，如果没有底层的根基，

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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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如果与普通大众没什么关系，而只是为

少数中上层人群服务，那也不具有合理性与

合法性，我们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近年来，作为文艺界的一股创作热潮，底

层叙事受到了很大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

底层叙事可以称为时代的镜子和社会的映

像。一些作品抓住了社会变革期间底层的日

常生活状态及其命运的起伏，对这种生活状

态和命运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社会价值。
对于当下的底层文学而言，就是要建立起民

族的主体性和底层的主体性，若没有主体性，

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就没有发言权，只能被

别种话语所笼罩。底层文学“只有对权力和

荣誉、甚至表面看来最权威的法兰西学士院

以至诺贝尔奖采取漠然态度，与当权者及其

价值观保持距离，才能得到理解甚至尊敬，并

因此得到回报”。⑥这样才能产生底层文学的

审美眼光与独立准则，才能形成相对独立的

具有底层文学价值取向的文学场。

二、《讲话》表达了
创作主体的大众立场

文学创作主体问题与文学价值论关系紧

密，主要牵涉文学创作主体的态度立场问题，

也就是一个为谁写、怎样写的问题。这一关

系影响文学创作的过程，并在文学文本中表

现出来。创作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因

素来设定自己和书写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设

定自身相对于书写对象是什么角色和身份，

在情感上是亲近还是疏远，在精神层次上是

高是低，这样的设定也就预示了创作者书写

的不同立场。
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发展历程，这一问题

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五

四”新文化运动到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

学运动，都是围绕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

中心进行的。由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左

翼作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动力等根本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清

楚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面对书写

对象的立场和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

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

实质上加以解决。
在这一问题上，《讲话》进行了理论上的

分析和阐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创作主体的

大众立场。《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首先明

确了“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底层的工农兵

群众，并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

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艺工作

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

一片”的问题。⑦针对当时解放区文艺界存在

的脱离群众、轻视实践等不良创作风气以及文

艺工作者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讲话》
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然后

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⑧要在立场和感情

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代

言人，要书写出人民群众的奋斗历史，而不能

做空头文艺家。这样，“才能有真正为工农

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⑨在文艺

为大众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区文学得到了空

前蓬勃的发展，创作了大量从内容到形式都

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来自底层的人民大众

成了作品的主人公，他们走在历史潮流的前

面，用忘我的劳动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客观

世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成为历

史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
当然，不可否认，今天的叙述语境和解放

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底层”依

然存在，而且规模庞大。今天被叙说的底层

主要集中在农民、进城务工者、下岗工人为代

表的城市边缘群体。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的十几年，许多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中是“没

有底层民众的位置的，一切都以国家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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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为中心……对于以经济为中心的改

革，无论是农村作家还是城市作家都把改革当

成一切问题的解决良药，一切新问题都被看成

‘现代化’程度不够的结果，这样，在改革中底

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一直被忽视”。⑩近年来，一

些创作者已经注意到在“底层经验”中包含着

巨大的创作资源，但对这个资源的开掘还远

没有达到理想的深度。一些作家虽然描写底

层，但并不具有“底层视角”，实际上并不关

心底层生活的现状，而只是想从中提炼出情

节上的戏剧性，其姿态是俯视而非平视。底

层文学需要强化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

感，使文学领域从长期的个人化叙事、欲望写

作中解放出来。

三、《讲话》确立了
接受之维的人民性

文学接受方面的问题与文学创作主体论

紧密相连，是《讲话》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具

体表现为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讲话》对

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分析不妨与 20 世纪中期

兴起的接受美学进行比较，这可以看出其质

的区别。“接受美学赖以建构的理论出发点

是抽象人性论中的平等理念，它所指称的读

者对象是模糊、不具体、没有阶级和社会地位

区分的读者，而《讲话》的出发点则是基于阶

级论之上的人性论，它所述及的读者对象是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其指称对象是具体的，有

明确的身份限制。”瑏瑡这就标志着中国文学发

展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方向转折。因为，“如

何使文学之‘为工农’的方向获得真实彻底

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新文学建设之最根

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问题”。瑏瑢而这一问

题在《讲话》发表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即

便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始终都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
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

立，使得文学活动中价值观念发生逆转，接受

对象发生迁移，使文学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和

转折，文艺从此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成为

人民自己需要而且从此也能得到满足的精神

工具，“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

了”，“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瑏瑣文学家

们开始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作的对象

和目标，“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地

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工农兵群

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

公的地位”。瑏瑤《讲话》接受之维的人民性的

确立深刻表明: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一

切实践活动的主体，作用于人民群众的情感

及精神层级的文学艺术，通过塑造人、使其成

为历史转变时期巨大的政治推动力量，进而

实现其改造世界之目的。这给底层文学创作

的启示是: 不仅要描写底层，还要学会“塑

造”底层，要将人民性与艺术性很好地统一

起来。
人民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涉及到底层写作

与现实的审美距离问题。一些底层写作与现

实之间的超短审美距离使底层叙事出现了概

念化和雷同化、情节模式的单一化和趋同化;

作家在底层叙事中所产生的道德化倾向、把

作为对象的“底层”绝对化和神圣化、将苦难

审美化的倾向，往往影响着此类小说精神域

地的广 度 和 思 想 掘 进 的 深 度，如“打 工 文

学”、“下岗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有这样的

问题。不少作家在表现底层现实时，“苦难”
和“绝望”成为他们言说的普遍方式，他们往

往带着痛楚的苦难经验与强烈的倾诉欲望叙

述底层，建构了一种苦难的审美情境，显露出

某种“肤浅”和功利，因而使得小说一定程度

上呈现出“刻意”的姿态和“观念先行”的倾

向。这当然也就很难生动地表现和书写人民

性。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也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这一点，必须将人民性与艺术性很好地统

一，才能创作出更多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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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四、《讲话》坚持
群众利益至上的批判现实主义

《讲话》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论

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出

群众利益至上的立场。《讲话》从人类文化

的角度再现生活与批判现实，表达对普通人

民群众命运与前途的关心与同情，倡导文艺

创作要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既具有社

会批判的强度，又能显示文化批判的深度和

广度，并能上升到人类文化哲学的高度。这

种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必然能够使人民群

众受到启迪和教益，唤起消除负面影响和不

良倾向的愿望和意志。
《讲话》认为文艺批评态度是“应该容许

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
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

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

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

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瑏瑥对于文学

创作如何进行“歌颂”与“暴露”，如何表现“人

性”，《讲话》同样表达了人民大众至上的批

判立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

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

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当

然，“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

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基

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

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

的’，革 命 群 众 是‘专 制 暴 徒’之 类 的 描

写”。瑏瑦《讲话》始终把普通群众的利益放在

首位，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这也正是其至今仍散发着光辉的重要

原因，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底层文学

创作可以从中悟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真谛。
从批判现实主义的外在形态和表现手法

来说，它应该是底层叙事的天然盟友。从底层

文学的创作实践来看，关注底层必然要对底层

的对立面和底层自身的问题进行现实主义的

考察与批判。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

来，对底层的关注与对现实的批判却不断减

弱，有的甚至模糊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界限，

一些作家进行所谓“私人写作”、“零度写作”、
“商业写作”甚至“身体写作”，“脱离群众、脱
离现实、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心里、眼里没有

广大人民特别是底层群众这个接受主体的存

在，怎么能写出好作品? 怎么能让人民群众

满意呢?”瑏瑧这样，文学也就逐渐丧失了读者。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对底层的关注越

来越多，底层文学创作呈现繁荣气象，令读者

重新感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受到

了人民群众的好评。事实证明，当文学关注

底层、关注大众时，文学就回到人民的怀抱;

当文学削弱了它的底层叙事精神和批判现实

精神时，文学也就失去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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