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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

文学创作主体论

刘　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７）

　　摘　要：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须取得思想认同的专业文学工

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从事的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工农兵的阶级写作。他们作品产

生的动因不是情感动因，而是思想动因。同时，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实际

上不是创作的主动者，而是创作的被动者。这是由倡导者的政治文学观所决定的。这种文学

观的创作主体观，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现象，但又对当时的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的

合理性。同时，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也在努力改变创作的被动地位，创作了一批有

文化意蕴的作品，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公允的，也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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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工农兵文学已经成为一

种历史的存在，可是对它的重新认识才刚刚开始。
应该说，长期以来包括建国前、建国后、“文革”后

直至２１世纪的开初，对其评价都是有失公允的：
或过度赞赏，或绝对贬否。然而无论此前怎样评

判和争议，似乎都还缺少对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

总的分析和认识，或者说还停留在对单个作家的

研究上面。法国当代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社会学

家罗贝尔·艾斯卡尔皮说过：“一切文学现象都是

以作家、图书和读者，或者用更一般的话来说，都

是以创作者、作品和读者大众为前提的。”［１］３以这

一观 点 来 看，创 作 主 体 是 作 品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而毛泽东，他 不 但 提 出 明 确 的 文 艺 的“工 农 兵 方

向”，而且还说：“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就是

文艺工作 者。”［２］９４在 另 一 篇 文 章 中，他 又 说：“一

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

文化军队，这 个 军 队 就 是 人 民 大 众。”［２］４３由 此 可

见，他也是把文艺创作者（创作主体）、创作（作品）

和人民大众（读者，即受众）连成一体的，即从社会

的角 度 来 认 识 文 学，或 者 如 同 一 位 学 者 所 说 的：
“把文学与‘社会学’连用”［３］。由此可见，毛泽东

采用的同样是文学社会学的视角。在文学社会学

的视域里，作为“干部”的文艺工作者，对文化工作

起着组织的作用，这作用是靠作品的宣传教育来

发挥的。而读者即受众，又是通过阅读和观看作

品来接受教 育，以 形 成 战 斗 力 成 为 一 支“文 化 军

队”的。所以，以毛泽东的观点看来，作为“文化军

队”“干部”的文艺工作者即创作主体，其重要作用

同样是 毋 庸 置 疑 的。正 因 如 此，他 才 会 分 别 在

１９４９年５月２日 和２３日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发

表重要的讲话（公开发表时分别编为“引言”和“结
论”两个部分），借以培训工农兵文学创作的基本

队伍。
当然，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和一般 文 学 的

创作主体迥然有别，因此，探讨它的特质就显得更

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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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的特点

（一）职业身份：身份认同与思想认同

在毛泽东看来，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 队 伍 是

一支军队，那么，作为“干部”的文艺工作者，该有

怎样的身份呢？毛泽东说过：“我们既然解决了提

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

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文学专

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

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

村中的小 剧 团。”［２］６７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出：毛 泽 东 心

目中的工 农 兵 文 学 创 作 主 体 包 括 两 个 方 面 的 人

员：一是文学专门家，即作家；二是工农兵业余作

者，即“普及工作者”。但这只是表面的职业身份

认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作家和工农兵业余作者

都可以 作 为 工 农 兵 文 学 的 创 作 主 体 的。毛 泽 东

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必须从思想上组

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

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

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２］８０，怎样整 顿 呢？就 是：

第一，要解决立场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站在

无产阶级 的 和 人 民 大 众 的 立 场”［２］４９上 表 现 工 农

兵群众的生活；第二，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

思想 感 情 和 工 农 兵 大 众 的 思 想 感 情 打 成 一

片”［２］５２。那么 ，是 否 这 只 是 对 文 学 专 门 家 而 言

呢？工农 兵 业 余 作 者 要 不 要 思 想 整 顿？ 毛 泽 东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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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和

城市小 资 产 阶 级。”［２］５８“而 人 民 也 有 缺 点 的。无

产 阶 级 中 还 有 许 多 人 保 留 着 小 资 产 阶 级 的 思

想。”［２］５０所以，即使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同样也需

要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只有当他们的立场和感情

都成了真正无产阶级的，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工

农兵文学的业余作者。这是思想上的认同。身份

认同和思想认同两相比较，思想认同显得更为重

要。
然而，这思想认同并不是靠组织鉴定进行的。

毛泽东说：“从 小 资 产 阶 级 出 身”的“知 识 分 子”，
“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

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

见这种东 西。”［２］５９因 此，看 文 艺 工 作 者 是 否 在 思

想上真正“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

无产 阶 级 这 方 面 来”［２］６０，还 得 看 他 的 作 品，分 析

他作品的立场和感情，只有作品取得了认同之后，
才能取得对这作家的思想认同。当然，并非说只

有取得了思想认同之后的作家才能进行创作，但

是，如果作品的检验结果否决了对作家的思想认

同的话，那作家是要受到批评或者批判的，众所周

知的延安时期对丁玲《在医院中》的批判，以及对

壮族作家陆地《落伍者》的批判［４］，均可作为佐证。

（二）写作身份：个人写作与阶级写作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取得了思想认同 或 者 面

临着思想认同的作家包括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
特别是前者，他们是怎样进行创作的？或者说是

否像别的文学的作家一样从事写作呢？

毛泽东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

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２］４９既然如此，那么，创作主

体也应该像文学艺术事业一样，成为“整个革命机

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２］６９为此，他一再强调文

艺 工 作 者 “艺 术 上 的 政 治 立 场 是 不 能 放 弃

的”［２］１５，“我 们 是 站 在 无 产 阶 级 的 和 人 民 大 众 的

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

场和党 的 政 策 的 立 场”［２］４９此 外，他 还 借 鲁 迅 的

话，批评那些“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

个人”［２］６１的思想。这样看来，毛泽东所倡导的工

农兵 文 学，它 的 创 作 主 体 并 不 是 作 家 个 人，而 是

“把自己 当 作 群 众 的 代 言 人”［２］６７，即 当 作 工 农 兵

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实质上，作家并不是

个人在写作，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在写作，是工农兵

即无产阶级 通 过 作 家“个 人”的 形 式 进 行 创 作 活

动。这和列宁关于“写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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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的 说 法 是 一 致 的。总 之，
每一个工农兵文学的作家，在写作时都必须明确

自己真正的写作 身 份———阶 级，而 不 是 个 人。这

样，为数众多的工农兵文学的专门家和业余作者，
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个人”———工农兵。

诚然，毛泽东一方面说文艺工作者要“去教育

工农兵群众”［２］５９，另一方面又说，“要把立足点移

到工农兵 这 方 面 来”［２］６０，要 做 到“思 想 感 情 和 工

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２］５２，表面上看两

者似乎存在矛盾：思想感情尚未“和工农兵群众的

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文艺工作者，怎么能够去教

育工农兵群众呢？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文艺

工作者并不是以自己的思想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而是以工农兵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教育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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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群众，“教育工农兵群众”者是指工农兵阶级的

整体即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要把自己的“思想

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却是

“立足点”还没“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的文艺工作

者。而毛泽东说的“工农兵”，在不同的场合也有

不同的所指：“为工农兵”或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

这方面来”中的“工农兵”，指的是工农兵的整体，
即工农兵阶级；而“去教育工农兵群众”中的“工农

兵”，即接受教育的工农兵，则是工农兵的个体，即
“也有缺点”的工农兵个人。“教育工农兵群众”，
其本质是工农兵阶级在教育工农兵个人，并非文

艺工作者在教育工农兵。

（三）创作动因：情感动因与思想动因

中外的文学可以分为情感因由文学和思想因

由文学两种。以情感为写作动因的谓之情感因由

文学，以思想为写作动因的谓之思想因由文学［６］。
那么，工农兵文学属于什么文学？笔者认为，工农

兵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是思想因由文学，因为它是

由思想的激发而进入创作过程的，其创作属于思

想动因。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为工农兵”，要“表现工农

兵群众”［２］５９。同 时 他 又 说：“中 国 的 革 命 的 文 学

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

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

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

富的源泉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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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

入创作过 程。”［２］６４深 入 生 活 后，当 然 会 和 工 农 兵

群众建立感情，但是真正的创作冲动，并不是由感

情触发，而是对“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以及文学

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进行“分析”之后，产生了某

一“为工农兵”的思想，才决定写作，进入作品的构

思的。丁玲 的《太 阳 照 在 桑 干 河 上》和 周 立 波 的

《暴风骤雨》，都是作者先决定要反映土改斗争，然
后到 农 村 深 入 生 活，之 后，又 经 过 对 土 改 斗 争 形

势、人 物 进 行 分 析，又 在 此 之 后 才 进 入 写 作 过 程

的。并不是因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打动了自己，
从而产生了非表现出来不可的写作冲动。周立波

就曾经说过：“我参加了松江省尚志县一个区的土

地改革，约六个月；后来还到了其他的县和区，参

与和目击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整个的过程。
一九四七年初夏，到哈尔滨时，我就用自己对这运

动的体验和领会，写成小说，表现我党二十多年领

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雄伟和艰苦，以及农

民的苦 乐 与 悲 喜”［７］３。促 使 他 写 作《暴 风 骤 雨》
的，是对土改运动的“体验和领会”（请特别注意这

“领 会”），是 为 了“写 成 小 说，表 现……雄 伟 和 艰

苦，苦乐与悲喜”。正是这一思想促使他写作这部

小说的。其思想动因明显。即使如同曲 波，本 来

他是怀有对战友杨子荣的深厚情感的，如他所说：
“战友们的事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但是他在写

作《林海雪原》时，也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出于表

达 这 情 感 的 需 要，而 是 他“有 了 这 样 一 个 想 法：
……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无到有，从 小 到 大，
我们这 支 党 和 人 民 的 斗 争 工 具———人 民 解 放 军

……终至歼灭了最狡猾毒辣的敌人……在这场斗

争中，有不少党和祖国的好儿女贡献出了自己的

生命，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应当让杨子荣等同

志的 事 迹 永 垂 不 朽，传 给 劳 动 人 民，传 给 子 孙 万

代。”［７］７９－８０他是抱 着 上 述“想 法”去 写 作 的。由 此

可见，触发他创作的仍然是思想。实际上，工农兵

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由思想触发的，创作的意图

都非常的明确。这是由创作主体清晰无误的“为

工农兵”服务的目的所决定的。虽然也有情感，但
这情感必须服从于思想。所以，所有工农兵文学

作品，其思想都是直露的，绝不含蓄，更不隐晦。

（四）创作过程：作品效果与作品修改

作为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他的创 作 过 程

并不是以完稿或发表、出版为结束的，而还要看作

品发表、出版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这和文学

社会学的观点相似。但工农兵文学又不完全是西

方的文学社会学。还是那位埃斯卡皮尔，他一方

面说：“如没有作者与读者之间意念上的汇合或至

少是意念上的相容，是不可能有文学的”［１］１３３，“一

本成功的书就在于它表达了这个集团所期待的东

西”［１］１３４，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论一部作品的成败

有四个档次：凡书的销售额使出版者和书商亏本

的都是失败者，书的销售额与预算持平的都是半

成功之作，书的销售额与出版者的预计相差无几

的都是正常的成功之作，书的销售额超过预计的

限度并失去控制的都是畅销之作。”［１］１３２这位西方

文学社会学的代表性学者，最后总结说：“一位作

家在自己集团内获得成功的大小是根据他在多大

程度上成了维克多·雨果所说的‘应声虫’，另一

方面，他获得成功在数量上的多寡，持续时间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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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也都取决于他的读者面。”［１］１３４这就是说，西方

文学社会学看重社会效益，但更加看重经济效益。
而工农兵文学则只看社会效益，即教育效果。不

但如此，而且毛泽东还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

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

众欢 迎 的 效 果，是 分 不 开 的，必 须 是 二 者 统 一 起

来。……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 迎、对 大

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

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

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

中产生的 效 果。”［２］７２这 也 就 是 说，看 待 工 农 兵 文

学的创作主体，还不能只看他“为工农兵”的动机，
更要看他作品“为工农兵”服务的效果，即看它是

否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

人”的作用。如果未起到这种作用，或者起到了反

作用，作 家 就 必 须 反 省、检 讨，或 者 接 受 批 评、批

判，接着是对作品进行修改，直到满意时为止。丁

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杨沫的《青春之歌》作

重大修改，都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而“一九六三

年文化部下达销毁《保卫延安》的错误决定，使杜

鹏程在精 神 上 受 到 很 大 压 力”［８］，当 然 也 与 此 有

关。

二、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与精英文学、
通俗文学创作主体的差异

工农兵文 学 虽 然 有 一 部 分 可 以 归 为 通 俗 文

学，如赵树理小说，还有《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

英雄传》、《敌后武工队》等等；有一部分又近似于

精英文学，如《荷花淀》、《创业史》等等，但工农兵

文学作为整体，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通俗文学，也
不同于一般的精英文学。由此出发，他的创作主

体，也和其他通俗文学、精英文学创作主体不同，
这表现在：

（１）精英文学创作主体是从事表达个人对于

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及个人独特情感的个人写

作；而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则是从事表达公众意

识及工农兵阶级情感的阶级写作。
（２）通俗文学创作主体是迎合读者口味，而工

农兵文学虽然也要运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

们喜爱的体式，但其创作主体并不迎合一部分人

的低俗情趣，而是为了便于“教育”群众而在形式

上作某些适应。还有一部分作家并没有运用工农

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这样的作品并

没有因为这点而受到批评。

（３）从 本 质 上 说，无 论 精 英 文 学 还 是 通 俗 文

学，它们的创作主体都是“自己表现自己”，无论作

品的题材、思想，还是语言、体式，都由自己决定，
他们是文学的主动者；而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则
是按照工农兵阶级的意图去“奉命”写作的，从本

质上看，他们是文学的被动者。

三、关于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的思考

（一）关于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的自主

性及其历史合理性

上面谈的是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的 独 特 性。
其最主要的方面，在于工农兵文学是阶级写作，对
其创作主体要进行思想认同。照此看来，工农兵

文学 的 创 作 主 体，其 实 是 失 去 了 创 作 的 自 主 性。
而这是由工农兵文学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实，毛

泽东所倡导的工农兵文学，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

文学，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学意义的文学，而是政治

中的文学。他的文学观，他的创作主体观，是“政

治斗争文学”的文学观和创作主体观。文学可以

分为政治文学和非政治文学。政治文学又可以分

为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两种，而工农兵

文学属于政治斗争文学［９］。正因 如 此，所 以 工 农

兵文学就 对 它 的 创 作 主 体 提 出 许 多 政 治 上 的 要

求，赋予它强烈的政治色彩。这在今天来看，是有

违文学本身的规律，但若从“政治斗争”这一角度

出发，这又完全可以理解，并且认为自有它的历史

合理 性：在 艰 苦 无 比，也 残 酷 无 比 的 革 命 战 争 年

代，在需要利用一切手段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年

代，利用文学来为革命斗争服务，把文学变成政治

斗争的武器和手段，这是不无道理的吗？而实际

上，工农兵文学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的确起了积

极的作用。同时，文学的观念也应该是开放的，既
然西方可以有各种不同“主义”的文学，为什么我

们就不可以有政治中的文学，有政治斗争文学呢？

既然可以有政治斗争文学，那为什么不可以有这

样的听命于工农兵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创作主体，
充当阶级的代言人呢？

（二）关于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写作的

内容模式，以及工农兵文学内容的趋同化

既然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失去了写作的自

主性，整个创作队伍都是在进行宣传革命思想的

写作，而所宣传的革命思想，通过报刊的宣传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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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公众意识；既然工农兵阶级对工农兵文学创

作主体提出了种种共同的要求，那么，这种要求在

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模式”。认真审察一下，可以

发现，工农兵文学有以下四种内容层次模式：一是

“场景—主 旨”模 式；二 是“场 景—时 代 精 神—主

旨”模式；三 是“场 景—社 会 心 情—时 代 精 神—主

旨”模式；四是“场景—政治观点”模式。《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新儿

女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属于第

一种模式；《红 旗 谱》、《保 卫 延 安》、《青 春 之 歌》、
《红岩》、《三家巷》等属于第二种模式；《黑凤》、《新
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等属于第三种模式；
而文革期间 的《虹 南 作 战 史》等 属 于 第 四 种 模 式

（关于这些模式，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叙）。
各种模式中，同一题材的作品内容是相似的。这

样一来，工农兵文学就出现了趋同化的现象。当

然，不可否认，工农兵文学中，特别是在建国后至

“文革”前的工农兵文学中，出现了好些具有独特

风格的作家和流派，但是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些风

格、流派基本上是由作品的语言、体式、和作品题

材形成的（这是在“百花齐放”方针指引的结果），
而在思想、情感上并没有多少差别，它所表达的都

是一般性的公众意识，并没有作家对生活的独特

感悟（“百花齐放”在当时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

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２］１５８，而不是指内容上的多

样化）。一般来说，工农兵文学并没有给人以生活

的启迪，因而也就缺少了文学的震撼力。

（三）关于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对文化

意蕴的开掘

当然，工农兵文学是不能全盘否定的。同样，
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也是不能全盘否定的。之

所以不能全盘否定，是因为好些工农兵文学作品

自有它的艺术贡献，而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在
创作实践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尽量在有限的范

围内，进行内容上的某种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

现在：在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中，作者们以

文化的眼光，努力挖掘作品题材的社会、历史和地

域的文化内涵，即赋予题材、人物以社会性、历史

性和地域性，使作品从政治走向了文化。比如梁

斌的《红旗谱》，就体现出上世纪大革命时代风起

云涌的社会面貌、中国农民揭竿而起的反抗精神，
和“出水才看两腿泥的“燕赵遗风”；柳青的《创业

史》也体现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农村合作化思

想同历史上的小农经济思想交锋的社会面貌，中

国农民的保守、谨慎思想，以及终南山区思想文化

的封闭。……这样的作品还有王汶石的《新结识

的伙伴》、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等一批，它们的创

作主体都在努力改变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来形成的

创作 的 被 动 地 位，争 取 到 了 一 定 的 创 作 主 体 性。
正因如此，所以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具

有文化意蕴的比较厚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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