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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荣天屿同志的新著《周扬与他的师友》就要付梓出版了。
他嘱我为之作序，我诚恳地告诉他，我是无此资格的，可他仍坚持。
他是我的老领导，为了这份令人感动的信任，我只有接受下来。
读完书稿，我才愈加感到，这实在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书中围绕周扬同志所述所论的，大都是现当代革命史、文艺史上的领袖和名家。
每一位历史人物身后，都有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思想史和文艺史的复杂而深刻的背景。
对这样一部书要作出确当的把握和评说，是很困难的。
我只有结合自己对作者的了解，谈一点随感式的体会。
    这是一部独具历史眼光的书。
作者自觉秉持一种审慎客观的论述尺度，总是试图从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出发，深入细致
地考察他们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客观审慎地辨析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层动因及其后果
，从而尽可能使其描述和判断符合或接近对象的历史真实。
在《女神把他的心弦拨动》中，作者始终把郭沫若和周扬放在现当代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描摹了
青年周扬对郭沫若偶像般的尊崇，也写出了郭沫若在特殊情境里某些令人遗憾的作为。
最后，作者以客观审慎的历史眼光，通过晚年周扬，对郭沫若在革命史和文艺史上的历史性贡献作出
了比较公道的评价。
在《关于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中，作者把这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置于当时国际国内政
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宏阔背景下，作了理性冷静的梳理、剖析和总结。
既肯定了其卓越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这实际上也是对左联时期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及教训的梳理和总结。
在本书的许多篇章中，即使是对于周扬这样作者十分崇敬的老领导，他依然努力秉持着自己的历史眼
光。
既充分肯定其对革命文艺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等方
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没有回避其在特殊条件下对待同志、战友时所表现的某种偏激或失误。
这在关于周扬与鲁迅、周扬与冯雪峰、周扬与胡风等关系的历史梳理中都有精彩的呈现。
正是这种独具历史眼光的描述和评析，使得这本书能为我们更加真实地认识历史、认识历史人物，提
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书。
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同周扬同志相识，并先后在其身边工作。
同时，他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他不仅同周扬同志有近距离的接触，也与文艺界许多名人大家有亲身的交往。
这就为他的叙述和评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他可以不断地变换观察的方位，围绕周扬与他的师友们的交往，从其相互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发
展变化中，揭示出其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
在《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中，对周扬与冯雪峰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仔细的梳理，让我们透过一些
偶然性的事件表象，窥见了那一代人思想、情感、性格、心理的内在轨迹。
特别是作者通过两人风雨沧桑几十年后各自的回顾与剖析，让我们得以拨开历史的烟云，触摸到了他
们深层的思想情感脉动。
不同角度的互为印证，他们一生的恩恩怨怨，便不禁令人感慨唏嘘。
在《为何一生为友终结怨》中，则深入揭示了周扬与胡乔木的微妙关系，以及他们与毛泽东的特殊关
系。
从中不仅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在那些特殊年代中的际遇、状态、情绪等，也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
，让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命运跌宕起伏、不同走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即他们与毛泽东关系的特殊性和微
妙性。
这一独特视角的切入，的确为我们走近周扬和胡乔木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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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两人晚年分歧的描摹，对乔木性格、心理、学养、爱好等的描述，为我们认识晚年的乔木和
周扬提供了一幅多么鲜活的图画啊！
    这是一部亲切质朴的书。
荣天屿同志虽然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策修养，但他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
人。
他一贯待人宽厚、随和，即使生气时也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剑拔弩张。
他的这种亲切质朴的品性和本书客观审慎的风格自然地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在评人论事时，从容平和
，分寸得当，把握适度，尽可能从论述对象的实际出发，而不简单地以自己的主观好恶来褒贬前人。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在对待前人时，总是小心翼翼，怀着一种敬畏之心。
他的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总是在严谨缜密的推理论证后，在多重论据的支撑下才得以提出。
在那些描述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生活、战斗、友谊和爱情的篇章中，他常常是满怀着崇敬之情，分析指
出他们身上闪耀着的高贵品格的光彩，同时也指出其不可避免的性格弱点。
正是这种对他们性格复杂性的剖析，才让我们更加感受到那一代人的可敬和可爱。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史中让我们感到可敬的形象比较多，而可爱可亲的形象似乎少了些。
    这部书篇幅不长，部头不大，但是一部浸透了作者心血的书，是一部在长期辛勤积累的基础上，精
心写成的书。
以我对作者的了解，以他长期以来收集资料的规模和数量来看，他完全可以写成一部洋洋洒洒的鸿篇
巨制。
可我拿到书稿后，放在手中反复掂量，对作者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他这种不慕虚荣、注重质地，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总之，只要沉下心来读完这本书，相信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读者，都会获得不同的教益和启迪。
    200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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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扬与他的师友》是一部独具历史眼光的书。
作者荣天屿自觉秉持一种审慎客观的论述尺度，总是试图从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出发，深
入细致地考察他们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客观审慎地辨析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层动因及
其后果，从而尽可能使其描述和判断符合或接近对象的历史真实。

这部《周扬与他的师友》篇幅不长，部头不大，但是一部浸透了作者心血的书，是一部在长期辛勤积
累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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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荣天王与，重庆市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文艺局副局长，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说唱文艺学
会理事、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
早年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即投身革命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由党组织调入《上海青年报》任记者、编委。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即在周扬同志的领导下，从事文化艺术的组织工作．
并开始文化艺术的理论研究和评论的写作。
著有《光荣的委托——献给青年团基层组织的干部》、《中国现代群众文化史》、《崇敬的思念——
忆先辈和师友》、《说唱文艺创新发展之路》等书及群众文化的理论论述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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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历史眼光独特视角
女神把他的心弦拨动
——周扬与郭沫若
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
——周扬与冯雪峰
历经风雨四人情
——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在左联
人生难得一知己
——周扬与周立波
到最需要普及文化的地方去
——周扬与群众文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毛泽东与周扬
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
——周扬重返中宣部
求真之路漫漫兮
——周扬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
文化艺术建设的同志与战友
——周扬与周巍峙
为何一生为友终结怨
——周扬与胡乔木
虽不同生亦当共别人间
——周扬与苏灵扬
周扬的一个心愿
附录：
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关于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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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沫若浪漫的情怀，对光明的歌唱，就这样迷住了周扬。
周扬喜欢上了郭沫若的诗，也喜欢上了郭沫若参与主编的《创造》等刊物，贪婪读着他能找到的郭沫
若的著译，当他从《创造》上读到连载的郭译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即今译《扎拉图斯拉
如是说》)，又好像发现了一块思想的新大陆，尼采的一些名言：“上帝死了！
”“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要反抗和否定一些旧的传统和权威”，同样使年轻的周扬心灵受到震撼
和激动，这不就是五四运动倡导的思想解放的精神嘛！
    青年人常常展开幻想的翅膀，去寻找自己崇尚的偶像，希冀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战斗，那样追求
理想。
青年时代的周扬，崇尚的偶像是谁呢？
其中之一就是郭沫若，以理性见长和性格矜持的周扬长久都把这个想法埋藏在自己的心底深处，直到
几十年以后，郭老患病在床，周扬才把自己这种事隔半个世纪的崇敬之情当面向郭老表露：是郭沫若
引他进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殿堂，是郭沫若带领他到达人生理想的启蒙驿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末期，上海风起云涌的革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教育和启发了周扬，他在党
组织的帮助下，不仅读了许多革命的书，而且直接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参加示威游行，半夜
上街去散发传单、贴标语。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血腥的反革命政变，镇压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和进步的学生运动，白
色恐怖弥漫了上海滩，革命者的血在不断地流。
在共产党人的激励和鼓舞下，周扬没有被血腥的屠杀吓倒，而是更加义愤填膺地坚定了革命的志向，
要为牺牲者复仇。
经过同乡又是同学夏钟润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哪知他在家过完暑假再返校时，学校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与他联系的党员不见踪影，周扬失掉了组织
关系，只好借口休学回到益阳的老家，与结识不久的好友周立波聚在一起，共商今后的大计。
向往革命的赤诚，把两位青年心连心凝结起来，他们发誓绝不退却，多么艰苦，也要披荆斩棘开拓出
路来，去寻找党，去寻找革命。
立波提出，去找他的一位亲戚——曾三，但赶到他家时，人去楼空，曾三已去江西，周扬很自然地想
到寻找他崇敬的郭沫若，寻找拨动他心弦的人，但不知他在哪里。
风闻郭沫若已去广州，两人便翻开报纸，寻找是否载有郭的行踪的消息。
    郭沫若在哪里呢？
1926年，郭沫若已在广州投笔从戎，走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征途。
用阳翰笙当时欢送他北伐的演说词来说，郭沫若这位“戎马书生”，现在武装北伐了，一支笔能够横
扫千军万马了。
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因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戎
马书生的名声，让他当了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
到10月，北伐军总政治部随军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1月，南昌攻克后，郭沫若兼任总政治部南昌办事处主任，可以和蒋介石直接打交道了，也使郭沫若
接触到这位总司令伪装革命的真面目。
蒋介石实际上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勾结江浙财阀、地痞、流氓，随时都准备叛变革命。
1927年3月以来，郭沫若耳闻目睹蒋介石在九江等地亲自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镇压革命群众、杀害共产党
人的惨剧。
感情丰富的郭沫若，怀着满腔的怒火，第一个举起了反蒋的义旗，写出了义薄云天的反蒋檄文：《请
看今日之蒋介石》。
檄文如黄钟大吕，喊出了革命人民的先声，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江西发生的一桩桩惨案，都是蒋介石阴
谋策划所为，痛斥“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
命势力的中心力量”。
“要打倒军阀，先要打倒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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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文写于3月31日，不久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副刊上。
那时，一些革命者仍被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迷惑，以致郭沫若紧急敲响的警钟，仍未使他们警觉
起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便发动了更大范围的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各地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人。
图穷匕首见，蒋介石当然不放过敢于公开揭露他的丑恶嘴脸的郭沫若，发出通缉的密令，并出三万元
的赏格。
郭沫若赶快化装离开蒋的监视，经过上海、武汉等地，然后和李一氓、阳翰笙等又折返南昌，参加了
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八一起义。
1927年9月，在南征途中的会昌，经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与贺龙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起义军遭受挫折失败，经党组织同意，郭沫若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
    周扬在寻找党的历程中，读到郭沫若那篇传诵一时的讨蒋檄文，年轻的心灵引起强烈的共鸣，不由
得从心底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写得多好啊！
这正是千千万万革命者要说的话，再也不能让蒋介石这个大叛徒、大卖国贼、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隐
藏和混杂在革命军队里了。
他对舍身仗义执言的郭沫若更加崇敬了。
周扬失掉党组织的联系后，无限焦急、苦恼和苦闷，虽然梦里寻它千百度，仍未找着。
但从郭沫若讨蒋的檄文中，感到革命的声音、党的声音，冲破阴霾、乌云，仍然无处不在，这坚定了
他和立波两位青年人不顾一切要去寻找党、寻找革命的信心与勇气。
同样，他们也日夜担心郭沫若的安危。
报纸上矛盾、错综的信息纷至沓来，有的对他污蔑中伤；有的造谣他已死；到后来，蒋介石的通缉令
，也公开刊登在报上，令周扬、立波二人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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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周扬同志是中国革命文化运动和文艺战线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也是我尊敬的一位思想文化界的前辈。
我认识他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从此一直在中宣部的工作中，亲聆他的那些发人深思的教诲。
    六十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周扬文艺思想的一个转型期。
和我以前了解的周扬有质的变化，五十年代，我闻名的周扬，从来都是从政治运动来考虑文艺的理论
、工作问题的。
给人的印象，无论是讲话还是著文，不是批这就是批那，但从我认识他的时候起，具体点说，从1961
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制定“文艺八条”起，他开始从探索艺术规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他钻研中国古典的文艺理论，力求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美学上有所创新。
讲话中不时提到要努力做到思想、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甚至谈到做文艺工作领导的人，不要整天
用革命口号来评价一个作品，要注意不要被人说成是“庸俗社会学”。
    我与他接触与交谈得最多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新时期。
周扬重新回到中宣部工作，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思想有了新的升华。
他积极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精神，并联系自己的思想与工作的实际，诚挚地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与自我批评。
我耳闻目睹了他一再沉痛地检讨自己在“十七年”工作中的过失，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
    八十年代我参与了根据陈云同志指示进行的，对上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合乎
历史实际的、公允的评价工作。
周扬与翰老、夏公一道，向我们这些后辈，叙说了他们的经历，叙说了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经过的
坎坷与走过的艰苦曲折的路程。
周扬认真、真诚地审视了他一生从事党的文艺事业中的功过是非。
他不同意这是忏悔的说法，坚持说这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既是教育自己，也对
后来人有所启迪。
周扬本有意和夫人苏灵扬一道来写回忆录，遗憾的是，不久他竞一病不起，自己写回忆录的愿望终未
成行。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萌生了要将他叙说的和我感受到的他的人生历程记录下来，企求补偿他未竞的
心愿于一二。
我断断续续地写出本书的一些篇章，意图从周扬与他的一些师友交往这个侧面来凸显他风云沧桑的一
生；既有成功的欢欣，也有挫折、失误产生的恩恩怨怨。
我想，也许这些就是周扬人生历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我们这些后来人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
迪。
    《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关于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两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算是对周扬在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功过的一种评价吧！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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