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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灯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古籍馆善本组

1942年 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联系了五四以

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高度，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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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

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

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等重大问题。《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很快

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像一座明亮的

灯塔，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指引了方向。 

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解决

文艺界的诸多问题，1942 年 5 月 2 日至 23

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工

作者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凯丰主持，一

百多名延安文艺工作者受邀参加。在此期间，

先后召开三次大会，其余为小组讨论。5月

2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说

明开会的目的，随后萧军、丁玲、欧阳山、

艾青、周扬等相继发表意见；5 月 16日召开

第二次会议，主要内容为讨论发言；5月 23

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作了总结。这两

次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的讲话并没

有马上发表，直至 1943年 3月 13日，才在

《解放日报》上报道部分内容。1943 年 1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著  解放社  19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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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讲话》经

修改润色，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全文发表。 

我馆藏解放社 1943 年版《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人们习惯称之“解放社本”

或“43年本”。扉页有尹达钢笔题字，是《讲

话》的初版样书。1943 年 10月，解放社采

用通改报版的方法，首先出版了《讲话》的

第一个单行本。 

1943年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

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学习。

同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

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

的决定》，进一步强调

《讲话》“不仅是解决

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

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

论的材料，要普遍宣

传”。 

早在《讲话》全文

发表之前，延安文艺界

已经掀起了学习《讲话》

的热潮。1943 年 3 月

10 日，中央文委和中

央组织部召开了党的

文艺工作者会议，贯彻

《讲话》精神。会后，舒群、周立波、何其

芳等一批著名作家均撰写文章，阐述学习

《讲话》的心得。《讲话》发表后，迅速在

解放区广泛传播，解放区内的各大报刊纷纷

予以转载，各种翻印的单行本也大量出现。

抗战胜利后，东北等原敌占区也相继印行

《讲话》。随着《讲话》的广泛传播，对《讲

话》的学习与宣传也进一步走向深入。 

《讲话》不仅在解放区广泛传播，在沦

陷区和国统区也冲破层层封锁，以各种形式

出版发行。1944年春季，地下党员将《讲话》

带到上海，秘密刻印散发。重庆、香港等地

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或将《讲话》的内容摘

要刊载，或出版《讲话》的单行本。同时，

对《讲话》的学习活动也在国统区进步文艺

界全面开展。周恩来组织和领导重庆文艺界

对《讲话》进行学习，大力弘扬马列主义文

艺理论，反击国民党的腐朽的文艺观。受其

影响，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穆文等先后

撰文，检讨国统区文艺作品的问题，赞美解

放区文学。《讲话》由此成

为国统区进步文艺界锐利

思想武器。 

为避免国民党的新闻

检查，《讲话》在国统区的

出版曾改用别名。如在《新

文化》1945 年 10 月 20 日

创刊号上《讲话》的标题改

用《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登载讲话“引言”和“结论”

的部分内容。中国灯塔出版

社于 1946年 2 月在香港出

版《文艺问题》，也是《讲

话》的另一题名版本。封面、

书名页、版权页的题名为“文艺问题”，内

容是《讲话》。  

    新中国成立后，《讲话》继续发挥着指

导文艺工作者的灯塔作用。从 1942 年到

1953年 11年间，《讲话》产生了三个不同版

本：速记稿版本、1943年版本和 1953年版

本。其中 1953版是毛泽东在 1943 年版的基

础上亲自校订、修改的定本，收入《毛泽东

《文艺问题》  毛泽东著  香港  中国灯塔

出版社  194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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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第三卷，通称“《讲话》1953年版”。 

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统一的《讲话》

版本后，《讲话》的单行本、选读本、汇编

本等在全国大量发行，其中包括蒙古文、藏

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多种民

族文字译本，为各民族深入学习这一重要历

史文献提供了便利，有助于《讲话》在民族

文艺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 

随着《讲话》在国内的影响不断扩大，

在国际社会新闻、出版、文艺、学术界也引

起广泛关注，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对国际

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5年，首个外文译本由朝鲜咸镜南道出版。

次年，又有汉城大学译本出版。1946年，新

日本文学会出版了《讲话》日文版。1949

年，法国出版了《讲话》的法文译本，一些

拉美国家据此译本转译为西班牙文和葡萄

牙文。同年，英国《现代季刊》刊载了英译

文，民主德国又据此发表了德文节译本。二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波兰、匈牙利、

意大利、古巴、巴西、苏联、保加利亚、罗

马尼亚等国家出版了多个语种的译本。 

 

  

民族语言文字版《讲话》从

左至右依次为：哈萨克文、

蒙文、维吾尔文、藏文、朝

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