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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新人”形象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

同时又相互关联和呼应，形成彼此之间的辩证统

一。在新时代改革创新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

文论研究也要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新时代创新发

展的新要求，走向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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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出
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歌颂革命的无产者，塑造无

产阶级的“文艺新人”形象，让登上欧洲历史舞

台的无产阶级在现实主义的文艺领域占有一席

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新人”形象思

想，在 ２０ 世纪以来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结合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和文艺实践，提出了

性质相通而概念有别的“文艺新人”形象观念，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新人”形象思想的中国

化时代化。

一、歌颂“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的

“文艺新人”形象思想

　 　 从 １８４７ 年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歌
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

　 恩格斯，第 ４ 卷 ２２４）到 １８８８ 年强调工人阶级
“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

　 恩格斯，第 １０ 卷 ５７０）的 ４０ 余年里，在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中一直贯穿着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反

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塑造无产者“文艺新人”形象

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新人”形象思想，不

仅为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

而且为整个社会主义“文艺新人”形象的塑造奠

定了理论基础。

１９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文学，已经出现过
反映无产阶级生活、描写无产者形象的文艺作品。

如狄更斯笔下的奥列佛·推斯特、乔治·桑作品

中的格南·路易、欧仁·苏塑造的莫莱尔等，都是

那一时期的无产者形象，但这些无产者形象“大

都是一些卑微、懦弱、贫困无告、被侮辱被损害的

‘小人物’形象”（李思孝 ８２）。严格地说，他们并
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无产阶级“文艺新

人”形象的特点与品质，仍然属于传统的旧人

形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文艺新人”形象，

必须具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革命性”和“进步

性”。这种无产阶级“文艺新人”形象分为三个层

次。一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是革命

运动中的领导者或中坚力量，始终站在革命斗争

前列，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具有倔强的性格和叱

咤风云的气概。如巴黎公社杰出的妇女领导人、

战斗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巴黎公社公安委员会

主席费列等。马克思高度称赞以他们为代表的巴

黎公社革命者具有“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

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 　 恩格斯，第 １０ 卷
３５２）。二是资本主义旧制度的怀疑者与反抗者。
他们对压迫自己的环境进行叛逆性的反抗，引起

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理性、长期性的怀疑。如

１８４４ 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
起义运动却引起了人们对私有制合理性的怀疑。

马克思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视角肯

定了这次起义的意义，无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尖

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

私有制社会”，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本质”（马克

思　 恩格斯，第 １ 卷 ４８３）。三是争取自己做人地
位和改变自己生活环境的努力奋斗者。他们试图

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改变生活环境过程中改

变自己，在改变自己时改变生活环境，从而摆脱麻

木贫困，提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如明娜·考

茨基小说《斯蒂凡》中的主人公斯蒂凡、《旧人与

新人》中的矿工格奥尔格等。恩格斯虽然指出了

明娜·考茨基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倾向性表达的艺

术性不够、部分人物描写的个性不突出等缺点，但

他们却赞许过她笔下的奋斗者形象对社会民主主

义运动是有益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新人”思想的产生，是 １９
世纪后期欧洲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也

是当时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需要。一方面，１９ 世
三四十年代，欧洲无产阶级已开始争取阶级解放

的革命斗争。１８３１ 年、１８３４ 年，法国里昂发生了
两次工人起义，１８４４ 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进行了革命暴动，１８３６—１８４８ 年，英国工人阶级
掀起了名为“宪章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１８７１ 年，巴黎公社成立，１８８９ 年，伦敦东头 ６ 万码
头工人大罢工……这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标志

着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反映了“群众的

无产阶级意识的成长”（马克思 　 恩格斯，第 ２１
卷 ５７１）。无产阶级开创的新时代已经产生了新
的人物和新的性格，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创造“革

命性”“进步性”的“文艺新人”形象可谓水到渠

成。另一方面，欧洲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文艺，并

没有跟上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脚步，并没有

正确地塑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新人”形象。他

们或停留在 １９ 世纪初期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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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没有试图

作出自助的努力”的“贫困而麻木”的无产者形象

（马克思　 恩格斯，第 １０ 卷 ５７０），或过于理想化
地描写“完美无缺”并将个性“更多地消融到原则

里去了”的“文艺新人”形象。（５４４—５４５）针对这
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如何

正确描写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建设性意见：在

创作对象上，要选择 １９ 世纪后期已经登上历史舞
台达 ５０ 年的革命的无产者；在人物塑造上，要“真
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５７０），用“鲜
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人物个性；在表现理想

和倾向上，要“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

出来”（５４４—５４５）。这些关于如何表现“文艺新
人”形象的深刻论述，不仅指导了欧洲当时的社

会主义文艺创作，而且也为 ２０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
文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面向革命战争中的“工农兵”：

毛泽东的“文艺新人”形象理论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主要形成发展于中国革
命的战争年代。他的“文艺新人”形象理论，结合

战争年代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与文艺实际，对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新人”思想进行了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有中国革命战争年代

“文艺新人”形象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文艺要表现“新的人

物，新的世界”，强调只有塑造了“文艺新人”形象

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毛泽东 ８７６）。在毛
泽东的文艺思想中，形成了一个以人民大众为对

象、以工农兵为主体、以农民为核心的“文艺新

人”形象圈层结构。首先，毛泽东将“文艺新人”

形象定位于革命战争中的人民大众。包括“工

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

８５５），他们都可能成为革命文艺所表现的“文艺
新人”形象。其次，毛泽东将“工农兵”放到塑造

“文艺新人”形象的优先地位。他清楚地认识到，

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与抗战以前的上海不

同，文艺的表现对象和文艺作品的读者以工农兵

为主，在这种形势下，工农兵自然成为塑造“文艺

新人”形象的首先选择。再次，毛泽东确立了农

民在“文艺新人”形象系列中的核心地位。他无

论是谈文艺的服务对象，还是谈深入生活，提得最

多的是“农民”。这是为“农民”在“工农兵”中的

独特地位所决定的。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

农民，拿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能打仗，成为生

产劳动和革命战争的主力，无疑在“文艺新人”形

象系列中占有核心地位。

毛泽东的“文艺新人”形象理论，坚持将马克

思主义“文艺新人”形象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

中国的问题”（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
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１７），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
义“文艺新人”形象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特

点。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

文艺界，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新人”形

象理论，不能要求只将“革命的无产者”作为“文

艺新人”加以歌颂。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

实不同于 １９ 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欧洲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传统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二
次工业革命，使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

了工业化，工人阶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劳动生

产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而 ２０ 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中国，既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又正经历

着革命战争。工人阶级人数少、力量弱，在生产劳

动和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都不是主力军。这时

的中国社会需要广大人民大众，尤其需要工农兵

作为主力军参与生产和打仗。毛泽东根据中国社

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将“文艺

新人”形象定位于人民大众，强调工农兵在“文艺

新人”形象系列中的优先地位，突出农民在“文艺

新人”形象中的核心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文艺理论中“文艺新人”思想的灵活性运用与

中国化转变，与他所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

命道路与模式具有内在一致性。

毛泽东的“文艺新人”形象理论，对革命文艺

如何创造“文艺新人”形象，也提出了一些创新性

的见解。一是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中的一切人和

事。他将文艺家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了解

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

情”看成“文艺新人”形象塑造“第一位的工作”

（毛泽东 ８５０）。二是坚持典型化的创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革命文艺家笔下的“文艺新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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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来源并高于生活中“新的人物”，比实际生活

中“新的人物”“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

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 ８６１）。
三是要求革命的文艺作品达到“三个统一”。毛

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要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在革命

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既要求正确的政治内容，又要

求艺术高超，即实现了“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

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

艺术形式的统一”的作品，才能产生鼓舞人心的

作用。（毛泽东 ８６９—８７０）毛泽东的“文艺新人”
形象理论，不仅指导解放区革命作家塑造出了一

大批“文艺新人”形象，而且影响了 ２０ 世纪中国
文艺理论界“文艺新人”形象理论的发展。

三、书写民族复兴的奋斗者：习近平的

“文艺新人”形象论述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

大精神。”（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６）而文艺作品中代表时代精神的“文艺新
人”形象，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的体现。因此，习近

平将马克思恩格斯与毛泽东的“文艺新人”思想，

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使命担当相结

合，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要

“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讲话》９），塑造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民族
复兴奋斗者“文艺新人”形象。

习近平认为，新时代的“文艺新人”形象，应

该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中的历史“见证人”的“文艺新人”形象，主要指

文艺家们“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

律”创造出来的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

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感人的形象”。（习近平，《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４）他们见证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经历过这一历史进程

中的风疾浪高，体验过这一历史进中的酸甜苦辣。

从这类“文艺新人”群像中，读者能认识到民族复

兴的重大历史意义。二是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进程中历史“推动者”的“文艺新人”形象，主

要指文艺作品中塑造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人民英

雄形象和社会主义时期勇于拼搏创新、甘于无私

奉献的先进人物形象。习近平强调：“英雄是民

族最闪亮的坐标［……］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

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对中

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

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习

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的讲话》８）这类“文艺新人”形象最“吸引人、感
染人、打动人”并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习近

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５）三是作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引导者”

的“文艺新人”形象，主要指文艺作品中塑造的在

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中起着引

领作用的“文艺新人”形象，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人群像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的优秀代表形

象。这类“文艺新人”形象是欣赏者景仰的对象，

能产生崇高的审美效果。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文艺塑造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奋斗者“文艺新人”形象有三个方面的需要。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

想，必须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者，他

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者、完成人。

自然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所塑造的“文艺新

人”形象。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理应“抒写中国人

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７）。二是
弘扬中国精神与凝聚中国力量的需要。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奋斗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推动

者”“引领者”，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

情感和价值、理想和精神。塑造这类“文艺新人”

形象，无疑有利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习

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３）。三是
全景式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

要。习近平指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

者，是这个时代创造光明未来和美好生活的主力

军，“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

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努力塑造这个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者“文艺新人”形象，

无疑是“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创造光明未来和美好生活的

需要。（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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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如何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者

“文艺新人”形象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

走进生活深处体悟生活本质。习近平认为关在象

牙塔里或者浮于生活表面都是创造不出“文艺新

人”形象的，只有“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

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把生活咀嚼透

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塑造出“激荡人心”的“文

艺新人”形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１９）二是以高于生活的标准创造典型的
“文艺新人”形象。习近平认为，“文艺新人”形

象，不是对现实生活中奋斗者的单纯记录、机械模

拟，而是文艺家以高于生活的标准对生活中奋斗

者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的产物。因此，必须坚

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

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在保证“文艺新人”形象拥有艺术真实性品
格的同时，实现“文艺新人”形象与文艺审美理想

的深度融合，使“文艺新人”形象达到典型人物的

高度、时代艺术的高度。三是要求思想性与艺术

性的有机结合。习近平要求“文艺新人”形象所

承载的中国精神、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通过艺术的手段、完美的形式体现出来，使

“文艺新人”形象达到“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

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习近平，《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１）。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新人”形象思想中国化

时代化的进程中，毛泽东、习近平的“文艺新人”

形象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时代的杰出代表，不仅对过去中国文艺家塑

造“文艺新人”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将继

续成为中国文艺界塑造“文艺新人”形象的指导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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