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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党性 原则,繁 荣文 艺 创作
——重读《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饶 德 春

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发

表至今已七十多年了。今天,我们重温这篇

文章,倍感其思想精深,指导意义深远。

∵九⊙七年,列宁第-次响亮地提出了

无产阶级文学是 “党的文学
”的口号,他要

求文学应当是 “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 -部
分”, “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

-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纫成部分”
,

“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 ,

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

个人事业”。这就是说,文学必须服从党的

事业的需要,必须置于党 的监督、领 导之

下。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 以社会作

为反映的对象,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历

史上,各个不同的阶级总是要借助于文学来

宣传本阶级的社会理想、审美观念,宣扬本

阶级的观点、要求和希望的。作为统治阶级 ,

更是如此。诗三百篇,所以被称为
“经”

,

就在于 “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 |

美教化,移风俗
”①。春秋时期的思想家、

教育家孔丘认为: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 之 事 君,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②。他还以诗教育其子

鲤和弟子们。被称为我国文学 “
自觉时代

”

的魏晋时期,曹丕 “以副君之重”,对文学

的社会作用也做了充分的肯定,他称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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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③。文学所以成

为 “
大业”,所以 “不朽

”,是由于它有助

于国家的治理。曹丕是把文学附丽于政治的。

后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明确提 “文者贯

道之器”④、 “文者以明道
”⑤的主张,宋

人周敦颐有 “文所以载道
”⑥的说法。元剧

作家高明认为,戏剧也应宣扬子孝妻贤的封

建礼教 ,声称
“
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⑦
,

他的主张,颇得明太祖的青睐⑧。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文学从来不是司

汤达或列夫 ·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

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③因此 ,“党

的文学
”

在革命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
不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同志继承列宁的文

学党性学说,也认为它是 “整个革命事业不

可缺少的-部分”⑩。在急风暴雨的革命年

代, “
党的文学

”
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

人的作用,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应该有

自己的 “文化军队
”⊙,并与武装的军队相

提并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

消亡之前, “
党的文学

”仍负有以人民喜闻

乐见的艺术形式,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

教育以及同错误的乃至反动的东西作斗争的

光荣使命。粉碎
“四人帮

”以后,党 中央对

文学事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臼号,这与列宁要求文学为党的工作服

务, “
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



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的精

神是-致的。 “党的文学
”应具有极大的教

育、动员、激励、鼓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党的文学工作者

必须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决不可排

斥党的领导;决不可将庸俗,低级趣味的东

西,鱼 目混珠而有害于人民,如毛泽东同志

所批评的那种如医生乱开药方,不顾患者死

活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决不可将文学作为

宣扬个人主义思想和牟取个人名利的工具 ,

决不可以低级趣味 ,迎合、取悦于社会上的某

一部分人,如鲁迅所反对的那种艺术上的尾

巴主义,决不可将
“
党的文学

”
作为少数人赚

钱的工具,甚至让
“
票房价值”

部分地支配

电影界、戏剧界,让经济收入部分地支配创

作和出版。当然,这些年来,在党中央领导

下,我们的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是极大的 ,

但也不应忽视那些与
“
党的文学

”的要求格

格不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否则会使

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受到影响。
“
党的文学

”还要求文学工作者以无产

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而从事创作。列宁

指出, “
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

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

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 民的同

情。”列宁从世界观上的尖锐对立的角度来

抨击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所要求的
“绝

对自由”。列宁要求文艺工作者应是革命者 ,

而不是旁观者,个人主义者。以无产阶级世

界观作思想指导,正反映了文学的党性原则

的要求。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艺作品

中的艺术形象总是寓有作者从政治上、美学

上的主观评价的,感情自始至终贯穿于文学

创作之中。因此,无论自觉与不自觉,作者

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之下从事创作的。

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

观,它为
“
党的文学

”工作者提供了最可靠的
“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

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

形式
”⑩的方法与工具。它使文学工作者在借

鉴与继承中不致于因鉴别不清而迷误或重蹈

覆辙,它也使文学工作者在创作中不致于被

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迷惑。马克思对拉萨

尔的 《济金根》不从时代与阶级等因素中寻

找根源,却把济金根的失败归结为
“
狡诈

”

和
“
外交

”的批评②,恩格斯对拉萨尔由于
“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

”,所以造

成 “
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

确的描写,同 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

的真正悲剧的因素
”的批评⑩,不都是从世

界观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吗?

粉碎 “四人帮
”以后,出现了许多好的

和较好的作品,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可是

也出现了一些自由化的倾向:在 “伤痕
”文

学中,某些作品在表现中缺乏对现实生活正

确的判断力,作了歪曲的描写;有的则简单

地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恶卑劣伎俩,加以

展览;有的作品抹杀了新旧军队本质上的区

别,有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厌

世情绪;有的作品则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

属性等同起来,把男女相爱,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 ,描写成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东西;

此外,也有些作品继续宣扬个人崇拜,宣扬

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仓刂作中的形式主义、

唯美主义的倾向也时而可见。以上问题,充
分说明了文艺界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

思想指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艺工作者如

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写什么、怎样写

等一系列问题都不能解决。正如鲁迅先生所

说: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 个
‘
革命人

’
,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 ,

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
‘
革命文学

’。从喷

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 里出来 的都是

血。”⑩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从世界观对创

作的指导意义来说,至今还值得我们深思。

针对资产阶级的
“
创作自由

”
论,列宁在

阐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贝刂之后,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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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只有党的文学才是真正的 “自由的文

学
″。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

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

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
;“无可争论,文学

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

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9绝对必须

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9

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艺术是精神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无产阶级

的革命领袖一贯主张党的领导要尊重文艺创

作的特殊规律”尊重和爱护仵家任何有益于

革命事业的艺术旁动及其成果9对那些不顾

艺术规律9粗暴干涉作家刨作的言论和行动,

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对作家 色刂作 中出

现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色总是耐心地进行帮

助,鼓励他们深入生活,学 习无产阶级的革命

理论。列宁对高尔基的帮助9即是一个典型

中事例?在
“四害

”
撑行时9我国文艺界的极左

路线曾经严蕈地干扰过文艺家的创作9文艺

园地一派萧条景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我国恢复了无产阶级正确的文艺路线,

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9冲破 “四人帮”

设下申种砷禁区,写出了本批优秀申文学芦
术作品。

但也不能不看到,有的作家9未能芷确理

解
“
解放思想,繁荣文艺

”
的精神,他们对排除

左倾错误路线对文艺的干扰破坏和文艺界必

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对冲破两个凡是

的思想束缚和必须坚持马列主义 世 界观 的

指导,没有能够明确的区分9结果是
“玉石俱

焚
”
∫又走到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

宁主X、 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创作的指导的邪

路上,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艺术实践经验证

明9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 (理论与方

法;从而也是立场和观点)的指导,一个作家

就很难辨别创仵中的是与非。近年来,对
“
真

实性
”

的争论即是一例。什么是艺术真实?有

入认为
“
生活中有的”

就是真实的”不区别蠢

与质、主流与支流、暂时与永久、个别特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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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一般、现状与趋势、基础与反射等等 ,

主张有闻必录,不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包

括艺术观)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 ,不去努力

发掘生活中真的、善的、美的东西 ,写 出鼓励

人民群众积极上进的文艺作品。我们应当永

远摈弃粗暴、简单的作风,反对用马列走义

世界观去代替艺术创作方法9但也必须反对

借文艺干预生活去任意曲解生活。

文艺创作要求很高的才、学、识和多样

的风格男我们要十分着重这一点。但党的领

导9只会促进这个要求的实现,而决不会妨

碍它。

一提起
“
党的文学”

和党性原则,有人

就担心作家刨作中的个性风格,不易表现出

来,文学创作也不易繁荣。其实,现实主义

的创作方法并不排斥创作的倾向性,相反 ,

正确的思想倾向,住往给创作以强大的生命

力。从我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 ,战国、

汉、魏晋、唐等时期,思想的解放,文学的

繁荣,正是由于人们特别重视和强调了文学

的社会作用。且以唐代为例,众所周知,那
是一个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可是,恰恰在

这个时期,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呼声最高 ,

最频,最强烈。从初唐陈子昂的
“
风骨”、

“兴寄”⑧的主张,到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

者韩愈、柳宗元的 “文者贯道之器
”⑩、

“文

者以明道”⑩的要求,还有中唐的白居易在

新乐府运动中提出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诗合为事而作’⑩和 “
为君、为臣、为民、

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②的倡导 ,

难道妨害了杜甫、李白这些有个性风格的大

诗人的出现吗?难道妨害了李贺、李商隐等

人的有个性风格的诗篇的问世吗?难道妨害

了强调文学社会作用的倡导 者 陈 子 昂、韩

愈.柳宗元、白居易他们自身成为一代有个

性风格的文学大家吗?难道妨害了唐代文学

的兴盛繁荣吗?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中,

自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以后,不是

相继出现了公认的有个性风格的高尔基、鲁



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一代无产阶级的文学家

吗?

“
艺术是属于人民的”②。人民是有鉴

赏能力的。人们对某些优秀的电影、戏剧、

小说、报告文学等那样喜爱 ,给 以充分肯定 ,

而对那些不健康的9错误的,艺术上采取政治

图说的公式化概念化的9 “
为了席勒而忘掉

莎士比亚”⑧的作品,强烈反对或无动于衷,

或不屑闻问9难道不值得我们的文学家艺术

家们深思和重视么!蒲列汉诺夫说得好 :“一

件艺术品,不论使用的手段是形象或声音 ,总

是对我们的直观能力发生作用,而不是对我

们的逻辑能力发生作用,因此,当我们看见

∵件艺术品,我们身上只产生了是否有益于

社会的考虑,这样的作品就不会有审美的快

感 ,在这种场合,只有着审美快感的代用品 ,

即这些考虑所带来的快乐”②。人民盼望党

的文学工作者,发挥自己的才华?在艺术的

f广阔天地”
中写作出政治与艺术完美统一

的作品,盼望着少享受些 “
审美快感的代用

∶品?o周 恩来同志在-九六一年六月的∵次

讲话中也说: “
群众看剧、看电影是要从中

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的形象表演 ,

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
”⑧。确实,

每个负有教育人民的光荣职责的党的文学工

∶(上接第Ι9页 )

∶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
”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
=∶
 肆国以前的二十八年,我们党经历了无

数的艰难险阻,付出了臣大的牺牲,终于战

胜了-切敌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

国以后的
=十

二年,球们党同样纾历了开数

∶驷,艰难险阻,付出了沉重昀代价,战胜了∵

作者,应细细体昧和记得这些话。莪们要给

予人民的是无产阶级思想、道德、情操的教育

和感染,而不只是娱乐,更不是砒霜。

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地开展文

学批评,坚持党性原则,繁荥文学刨作,产
生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吧 !

注:

⊙ 《毛诗序》。 .

② 《论语 ·阳货》。

③ 《典论 ·论文》.

④⑩李汉:《 昌黎先生集序》。

⑥⑩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⑥周敦颐:《通书·文辞》。

⑦ 《琵琶论》第一出。

⑧徐渭:《 南词叙录》。

⑨高尔基:《论文学及其他》。

⑩⑩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④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反对党/k股 》。

Θ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⑩⑧恩格斯:《 致斐·拉萨尔》。

⑩ 《而已集·革命文学》.

⑧ 《修竹篇序》。

④ 《与元九书》。

⑧ 《新乐府序》。

②列宁语,见 《列宁沦文学与艺术 ·回忆列宁》。

② 《论艺术 (没有地址的信) ·第四封信》。

⑧《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D。

切敌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胜利。今后,只要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团结∵致 ,振奋精神,沿着《决议》所肯定的、

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前进9必

将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就。把我国建设成

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

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一定能胜利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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