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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加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
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
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
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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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扬(1908～1989)，原名运宜，字起应。
湖南益阳人。
文艺理论家。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
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
主要著述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翻译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
美学》，编有《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等。
辑入本书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在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美学理论、马列文论、文艺史论、
作品评论等方面的建树和成就。
本书由人民文学崽版社2009年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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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
定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文学与生活漫谈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需要新的
美学  ——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关于车尔尼雪夫斯
基和他的美学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
理论和批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
周年也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  ——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论艺术创作的规律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关于农
村文化工作的讲话文学创作应该写知识分子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  ——在全
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大会上的讲话文艺也是服务性行业关于文学大众化对旧形式利
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
摩大会上的总结报告谈谈历史剧的创作问题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
音乐文化现阶段的文学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新的人民的文艺⋯⋯编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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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批评应该是彻底的。
和我们联合的旧作家必须克服内在的矛盾。
批评应该帮助他们跟着我们的路走。
批评应该用同志的态度，它应该帮助作家去克服困难，它必须为艺术家宽容。
坚忍地去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也正是我们的责任。
　　为了要对正在转变的旧作家和从大众中生长出来的新作家，给予有力的指导和援助，使他们向着
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实之真实的艺术的表现这个共同的目标走，新的批评的建立就成为十分必要了。
反映“拉普”组织上的宗派性的从来“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已经不但不能适应而且障碍这
个新的情势的发展。
而非和“拉普”这个组织本身一同改变不可了。
吉尔波丁等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就是从适应这个情势的运动的必然产生出来的。
　　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这决不说文学理论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可以抛弃，不要。
相反地，为了要用具体的批评去指导许多的作家，抛弃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的批评
家，今后是非把自己的唯物辩证法更加强化不可的。
　　“难道说我们组织委员会是反对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吗？
”吉尔波丁就这样说过，“当然不，因为只有由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所指导的，而且，像我们的一切
社会科学一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那样的批评，才是有益的。
我们从来就反对而且今后还要继续不断地反对对于这个原则的任何修正。
⋯⋯虽然我们赞成艺术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但我们却认为这个口号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因为它太简
单，它把艺术的创造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之间的细密的关联，艺术的创造对于意识形态的意义的依存，
艺术家对于他的阶级的世界观的复杂的依存，转化为呆板的，机械作用的法则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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