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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一直与当代社会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代政治影响文
艺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调控文艺的发展。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系统研究在整个中国当代文艺学和政治学研究格局中基
本上还是一个空白，亟须加以填补。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扬、邵荃麟等提倡过“文艺与政策相结合”，但无法对文艺政策本身的合法性以及
新中国文艺政策丰富的表现形态和复杂的社会功能作出系统深入的阐释。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双百方针”等的讨论则大多局限于表态和宣传，缺乏具有学理性和原创性的
研究。
新中国文艺政策实际上长期处于“意义重大”却又“不证自明”的尴尬境地，这在今天已成为一个突
出问题。
同时，由于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研究又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
当代文艺学理应就此展开深入研究，以回答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和问题。
晓风长期在大学里从事文艺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义担任了重庆市文联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
对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有深刻理解，对党委政府领导文艺事业的方针政策又相当熟悉。
这些有利条件使他能够知难而上，不仪以这一课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而且毅然选择了这一课题作
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
眼前的这部《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生指导教师，我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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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艺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该书从文化阐释的角度入下，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形态、结构体系、文化内涵等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论析，以厘清其历史必然性、历史合理性以及历史局限性。
该书还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时间上把新中国文艺政策概括为建构、挫折、调整、转型四个发展阶段，
从结构上把新中国文艺政策划分为“典型的文艺政策文本”、“准文艺政策文本”和“超文艺政策文
本”三种历史形态，并H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新中国文艺政策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激进主义、最终选
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逻辑。
全书内容丰厚，逻辑严谨，新意迭出，富有创新精神和学理内涵，是对该论题所做的一次较为全面系
统而又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使学界既有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视域得到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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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形态　　第一节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背景　　一 马克思主义　
　本书所说的新中国文艺政策，指的是l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以来至今所形成和实行的文艺政策。
考虑到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把本书所讨论的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时间下限暂定在20世纪末。
随着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曲折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新中国文艺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
的结构体系，表现为特定的历史形态。
正确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文艺政策，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理解，而且对今后进一步促
进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甚至进一步促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无疑都有着积极的意
义。
　　按照我们的理解，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形成过程，既受到中国当代社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
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风云激荡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包含了远较简单的政治判　　决更
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因此，准确把握新中国文艺政策形成的文化背景，便是正确理解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发生及其文化内涵
的重要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背　　景，偏重于所谓观念形态的文化而不是所谓
物质形态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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