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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商昌宝，邱晟楠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延安

文艺的分水岭，使得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阐释发生巨大转折。从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状况

的比较着手，以报告文学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在《讲话》发表后异军突起，不但成为实践

《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重要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延安文艺由多元向一体化转型的重要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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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延安文艺是中国文艺发展史

上的重要时期，以延安整风运动和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

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延安文艺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给延安文艺带来

了话语表达与文学形式上的转变。在这思想的指引

下，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作为实践《讲话》的载体

大量涌现，并成为表现工农兵的重要阵地和文艺

样式。

一、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状况

　　（一）多元的延安文艺

延安在抗战大局中获得合法政权身份后，在初

期政治和文化的相对宽松政策下，大量文化人开始

涌入延安，也一度使得延安文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体现为许多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大量涌现，如《文

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月报》《谷雨》《诗刊》等，

中国文艺协会、边区文协、边区诗歌总会等，还有鲁

迅艺术文学院、部队艺术学校等多个研究机构。对

此，何其芳就曾自豪地宣称：“大后方的都市可以用

洋楼、汽车、百货商店、电影院向延安骄傲，但说到铅

印刊物，延安却可以说：‘咱们来比比吧！’”延安文

艺界思想活跃，文人创作相对自由，文艺现象丰富多

彩。如“文抗”的文艺小组和“星期文艺学园”并存，

陈企霞与何其芳、萧军与周扬和刘雪苇等都曾展开

过文艺争鸣，而且还出现了以萧军、塞克、王实味、冼

星海为代表的“延安四怪”，他们或倨傲不羁，或沉

郁内敛，都通过作品和行为抒发真挚情感。特别是

一些带有强烈启蒙意识和使命感的“暴露派”知识

人，对延安生活现实中的不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

剖与抨击。在 １９４２年春天，这种批判话语达到高

潮，先是有蔡若虹、张谔、华君武在延安军人俱乐部

和“文抗”作家俱乐部举办的“讽刺画展”引起轰动。

之后有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出现在《解放日报·文

艺》副刊上，形成了“杂文运动”。丁玲的《“三八”

节有感》《我们需要杂文》，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

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



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等不但名噪一

时，而且源远流长。其它如延安文协的《谷雨》、青

委的墙报《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也都以

各种文艺样式来揭示延安的不正常现象。可以说，

无论是“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前期的延安文

艺呈现出自由、开放、宽容的姿态。

（二）报告文学的初步发展

一般来说，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讲究在真人

真事的基础之上塑造艺术形象，用文学的方式来反

映现实生活。茅盾将其界定为：介乎于新闻报导和

小说之间，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要求真实，

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

典型的细节，迅速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

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简言之，作为非虚构性的文学

体裁，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更

强调真实性。

在整风运动和《讲话》出台前的延安，报告文学

数量不多，表现领域也较为松散，大体统计有：反映

抗战时期军民对敌斗争的，如刘白羽的《为祖国而

战》、雷加的《前线故事》；表现延安边区生产生活

的，如吴伯萧的《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茅盾的《记

“鲁迅艺术文学院”》；描写高级将领的，如丁玲的

《彭德怀速写》、荒煤的《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沙汀

的《随军散记》等。此外，还有萧三的《续范亭先

生》、田野的《八路军医院》、柳青的《空袭延安的二

日》等。在这一时期，报告文学这一体裁并没有得

到重视，大部分作家还是以创作小说、诗歌、杂文等

文学审美性较强的作品为主。曾任《解放日报·文

艺》副刊主编的丁玲回忆说：“文艺栏在开始一段就

只登小说、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得很少。”［１］

二、整风后的文艺状况

　　（一）整风与《讲话》后的延安文艺

１９４２年５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

《讲话》中确立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

兵服务”的新意识形态规范。座谈会后的１９４３年

３月１０日，中组部、中央文委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

会议，就落实《讲话》精神、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进

行思想动员和工作布置。在这样的精神指引和强

力推动下，延安作家经受了严峻的思想洗礼和现

实考验。

第一，思想方面。座谈会后，整风运动进入高

压阶段，无论“暴露派”还是“颂歌派”，都要深刻

检讨自己，努力改造思想。《讲话》的“指挥棒”令

延安文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过往文艺思想，

同时贬抑和否定既往的创作。如周立波在《思想、

生活和形式》《后悔与前瞻》中，对自己“小资产阶

级王国”进行反省。何其芳在《改造自己改造艺

术》中对个人历史做出全面否定，他表示“旧我未

死，心无杂念，不但今天在革命队伍中步调不一

致，甚至将来能否不掉队都很担心”。此外，还有

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萧

三的《可喜的转变》、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等都

刊发在《解放日报》上。

第二，创作方面。经历整风运动和《讲话》洗礼

的作家们，经过一段创作的“沉寂期”后开始转变原

有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方式。其标志就是：几乎完全

放弃杂文、小说、散文的创作；变欧化的语言为最简

单的口语、俚语以贴近大众；作品内容由起初的“暴

露黑暗”，转向赞美边区的生活面貌、新人新事和劳

动模范；先前以批判、暴露、讽刺为基调的杂文销声

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秧歌剧、街头诗歌、通讯、报告文

学等更加“通俗化，大众化”的民间艺术样式。李季

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和秧歌剧

《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应运而生。

第三，文艺刊物与社团方面。不少刊物陆续停

办，尤其在延安文艺整风进入高潮阶段中，仅存的

《诗刊》《谷雨》《文艺月报》等８种文艺刊物在１９４２

年全部停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全面改版，

“文艺栏”取消，改为综合副刊，此后的所有文艺作

品除了单本发行外，全部都登在《解放日报》这一报

刊上。

大量作家或被派入中央党校学习，重点学习整

风文件，或是响应号召“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

衣”［２］，走进农村，深入群众。作家们此时不是无暇

写作，就是不再进行创作，以至于《解放日报》第四

版竟发生“稿荒”，需要毛泽东亲自开列名单征稿。

如陈荒煤以文学为主，每月１２０００字；柯仲平以大众

化文艺及文化为主，每月１２０００字；艾思奇以文化及

哲学为主，每月１００００字；周扬以文艺批评为主，每

月１００００字等，共计６２０００字［３］。有研究者统计，整

风后《解放日报》综合副刊每月的六七万字，与整风

和《讲话》前的几十万字不可同日而语［４］。

（二）报告文学的异常繁荣

翻阅整风运动后的《解放日报》，随着杂文、诗

歌、小说等文学题材的淡出，以描写劳动模范为主题

的报告文学大量占据报纸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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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５月５日开始，《解放日报》上出现了以

《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为题的报告文学，自此不断

有大量表现工农兵模范的作品被刊登。一些名不见

经传的工农兵模范成为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并集束

性地占据了综合副刊的版面：模范党员申长林、模范

青年战士兰俊杰、模范工人范耀武、模范合作社主任

呼天佑、养猪英雄杨老婆、养羊模范刘占海、拥军模

范张振隆、开荒英雄霍殿林、纺织英雄李兰英、劳动

英雄李学义、炭工英雄蔡自举、模范班长张秉权、难

民劳动英雄陈长安、劳动诗人孙万福……

再以作家的创作情况来看，丁玲写作了《田保

霖》《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和《十八个》等，欧阳

山写作了《活在新社会里》《人山人海》等，魏巍写作

了《晋察冀英雄多》，陈荒煤写作了《模范党员申长

林同志》，刘白羽写作了《海上的遭遇》《人们在战斗

着》《爆炸的土地》等。其他还有周立波的《王震将

军记》、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贺敬之的

《选举》、师田手的《快乐的秋天》、马加的《减租》、

萧三的《我又来到了南泥湾》等诸多报告文学作品。

孔厥、西戎等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也因为报告文

学的创作而活跃在文坛上。

在这股报告文学热的初期，作品主要刊登在

综合副刊，后来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讲

话》精神的强化传达，有一段时期，关于“怎样养

羊、怎样养猪、怎样提高棉花产量”等宣传文字甚

至取代了对抗战进程的报道，大量的生产消息充

斥报端，其中包括哪个村开荒多少，哪一家的婆姨

纺纱多少，劳动英雄的生产工作进展如何，谁又打

破了生产记录……最高潮时，整个《解放日报》副

刊的版面几乎全部被歌颂、奖励工农兵劳动模范

或是表现农业生产竞赛、合作社的报告文学所占

据。这其中呈现出这样几个写作特点：劳动模范

在作品中基本是以“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被书

写，报纸成为不断向劳动英雄喝彩的宣传册，新老

作家一起高唱颂歌。

报告文学得到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歌颂农

民、劳动英雄等文字几乎占领了当时所有的文艺领

地，报告文学的兴起所体现出的形式和语言的单调

也成为了整风后延安文学的特征。秧歌剧、街头诗、

信天游体小说等大众化文学形式更是代替杂文、文

艺争鸣、散文、翻译作品，变为延安文艺的中流砥柱。

在“文艺面向工农兵”的指导思想下，与表现工农兵

最为贴近的报告文学实现了跨越式的大繁荣、大发

展，延安文艺的整体形式发生了转折。

三、延安文艺———“党的文艺”

　　（一）“新的主题”

延安文艺整风和文艺座谈会后，文人们不再沉

溺于自我抒情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只写符合政治

需要的作品，这也意味着从整风运动和《讲话》发表

后开始，绝大多数作家们投入到了“新的主题”下体

制话语的生存创作，占据延安文坛的不仅是政治化

色彩浓重的报告文学，还有通讯、秧歌剧、街头诗等

其他艺术形式。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题在报告文学得到鲜

明体现。从描写劳模英雄、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报告

文学作品中可见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的特点，即作家

们总是想努力赶上文艺政策的步伐。艾青就曾说

过：“我们跟在政策的屁股后面追，人家进行土改

时，我们写减租减息，人家进行复查了，我们写清

算，人家进行生产建设了，我们写土改……”［５］此

时的作家们开始明确自己“为党为政治服务”的文

艺工作者身份，也认识到文学作品服务于政治的

功能，抛弃原来充满独创性的文学创作体式，写作

大量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的通讯、速写和报

告文学作品。当作家在对党“一次塑造”的工农兵

进行“二次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讲话》精神

的践行。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英雄劳模也无不在

体现着新的寓意。这种“新的主题”意识在 １９４９

年后被发扬光大，并曾对战争题材产生巨大影响。

在“新的主题”确立过程中，知识分子作家在无阶

级立场的衡量准则之下，以一切为党、一切为革命

的目标来进行创作，向“工农兵文学”努力靠拢的

趋势，最终由自由撰稿人成为延安整风后合格的

文艺工作者。

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５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周扬在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

说：“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

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

民的文艺。”［６］周扬所说的新的文艺中，以“真人真

事”为主的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比重，

这一方面表明报告文学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的

代表和示范，得到文艺界领导的认可和表扬；另一方

面也表明“文学组织化”在《讲话》前后成为一种新

的文学表达方式。

（二）“新的人物”

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后，大量面向工农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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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得到快速发展，随着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

文学作品大举进入表现领域，无论是知识分子身份

的作家还是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都在此过程

中完成了集体退席。

第一，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身份开始隐退。文

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大众之间的关系发

生置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改造的对象，所谓的启蒙

者成为被启蒙者，而工农群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

主体。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延安边区的知识分子

紧跟形势，及时表示要改造思想，跟上组织。如曾是

“暴露派”的丁玲在《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中深刻检

讨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提出了：“即使是感

人的东西，只要有不合与当时无产阶级政治的任务

之处，就应该受到批评，就不是好作品。”曾是“颂歌

派”的周立波也以真诚的自我解剖和下乡行动落实

毛泽东所提出的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的要求。

他说：“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里的

真正英雄，刘志丹、赵占魁、吴满有和申长林，会光彩

夺目的走进我们的书里，鼓舞我们，并且教育我们年

青的一代。”这些作家、艺术家们在整风运动中不断

进行着自我改造与精神忏悔，大部分新成长的延安

作家也欣然走上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为工

农兵而创作”的文学道路。

第二，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同样完成退席。

在整风运动前的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曾占据着

“启蒙者”的地位，他们常常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

待相对闭塞、落后环境下的“小生产者”。如从丁玲

受批判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中，可以读出作为知

识分子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对于无知、自私、保守

的农村小生产者的批判。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改

造者”姿态在延安整风运动后迅速发生了转变，并

且这种转变经历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

和“知识分子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两个阶段，于是

大量描写工农兵劳模英雄的报告文学让知识分子的

艺术形象退出了文学艺术的舞台，即使偶尔在文学

作品中出现，也是轻视劳动、怕脏、夸夸奇谈的反面

形象，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劳动群众衬托之下显

得异常渺小、可笑，成为不断被取笑、批判、改造的对

象。而这些被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因为思想立场的

不纯洁，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信仰，在改造的过程中

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抛弃“旧我”。在《讲话》后的报

告文学创作中，丁玲的《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

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

等作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使延安边区英

雄高大的形象深入人心。

总之，无论是作家本身还是作品中塑造的知识

分子形象集体退席成为时代的需要。尤其是１９４９

年后，代之的是各种“新的人物”，包括经历过延安

思想改造的出身于工农兵的作家以及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各种新的工农兵形象。

（三）“新的语言、形式”

报告文学在延安时期的繁荣发展也引发了写作

语言的转变。整风运动与《讲话》发表前的时期，延

安文坛主要由左翼作家组成，这些经历过“五四运

动”的作家都曾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写作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带有“欧化”倾向，也就是翻译化

的语言风格。毛泽东在《讲话》中论及文艺脱离工

农兵的问题时曾批评道，“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

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

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

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

不四的词句”，“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

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作家们意识到必须要调整

创作语言，修正曾经习惯的表达方式，要抛弃那些学

生腔、八股调和欧化语言，让自己尽快融入到劳动群

众中。于是，作家们纷纷下乡搜集材料和方言俚语，

努力使语言“朴实”“丰富”“口语化”。当时的很多作

品都体现了作家在语言运用方面的转变，这种变化还

广泛地运用在刻画工农兵劳模的报告文学中，他们用

陕北的口语、俗语、民谣等具有民间特色的语言来描

写劳模和农业生产。例如，在改版后的《解放日报》

上有对生产英雄吴满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其中大量使

用了民间口语，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尽可能通俗易懂，

这一点在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中也有所体现。虽然

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们对这种所谓通俗化的语言，在

具体运用中时常常很牵强，但是这种在《讲话》的响

应下兴起的工农兵语言却奠定了农村题材文学作品

的发展。这种创作语言上的变化导致的结果是，从此

之后有着口语化、通俗化语言的农村题材作品不断涌

现，赵树理、柳青、浩然、周立波等一大批善于描写农

民的作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为此，有研究者认为，

延安时期文学语言方式的转变是“现代汉语史的第二

次语言革命”［７］。

四、结语

　　以延安整风运动与《讲话》的发表为界，大部分

９２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　第１８卷　第１期



延安作家在创作思维、革命意识、语言表达方式和创

作题材的选择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报告文

学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了这种转变的发生，由此可

以窥视出整个延安文艺转型时期的概况。延安文人

书写的一篇篇记录“真人真事”的文字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延安文学的走向，几乎奠定了中国文艺的

“新方向”，从此建立了“党的文学”“中国社会主义

文学”的基本样式。

在延安文艺的转型过程中，报告文学只是其中

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讲话》

中指导思想的落实和对政治意志的配合。延安文艺

整风的目的最终也在于尽快促成作家这种思想和阶

级意识的转变，延安文学在统一的革命话语指导下

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参考文献：

［１］　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２．

［２］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３］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１９８７．

［４］ 王克明．延安文艺：从繁荣到沉寂［Ｊ］．炎黄春秋，２０１３

（３）：７９８２．

［５］ 艾青．艾青全集：第５卷［Ｍ］．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

社，１９９１．

［６］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Ｍ］．上海：新华书店，１９４９．

［７］ 杨稢．延安与中国文化转型［Ｊ］．文艺争鸣，２０１２（５）：

２４３０．

ＶｉｅｗｏｎＹａｎ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ｒｅｐｏｒｔａｇ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ｂａｏ，ＱＩＵＳｈｅｎｇｎ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３８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ｉｎＹａｎ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Ｙａｎａｎ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
Ｓｐｅｅｃｈ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ａｎＦｏｒｕｍ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Ｓｐｅｅｃｈ）ｌｅａｄｓｔｏａ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Ｙａｎ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ａｇｅａｓ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ｍｅｒ
ｇｅｓｑｕｉｃｋ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ｓｔｙｌｅ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ｐｅｅｃｈ
ｗｈｉｃｈ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ａ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ｏｆＹａｎ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ｅｃｈ；Ｙａｎ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ｒｅｐｏｒｔａｇ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０３１

商昌宝，等：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