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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笔谈



【编者按】2010 年 5 月 23 日，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 69 周年，陕西师范大学在西安举办了 “陕西师范大学延

安文艺研究中心成立暨座谈会”，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延安及西安

本地的 50 多名著名延安文艺研究专家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就延安文艺研

究现状及发展趋向展开热烈讨论，本辑刊发的 “笔谈”，是根据专家们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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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学与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

朱鸿召

延安是什么? 选择不同的观察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延安，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代爱国青年热情向往的革命圣地，是

孕育新中国雏形的精神摇篮，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拐点，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的

里程碑。学术的立场，开放的态度，国际的视野，会让我们发现一个具

有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延安。

学术的立场，是依据真实的历史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进行独

立判断、推理、演绎，从而获得自己的研究结论。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

年 ( 1937 ～ 1947) ，彻底改写了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中国始终挨打

受辱的近代历史，局部改写了劳动者世世代代受苦受难为体面尊严的劳

动英雄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颜色，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浮

沉。其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矛盾性和残酷性，需要客观公正的学术

立场去正视，去研究。偏离了这个学术立场，就很容易产生斜视、仰

视、近视现象。坚持这种学术的立场，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作

支撑。我可能没有完全占有的资料，但是我说的每句话都有历史资料为

依据。并且，当时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必须尽量寻找到历史文献的印

证、互证。学术的立场，不是为了图解某个政治结论，用学术沽名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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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鹦鹉学舌，制造学术垃圾。学术的立场，是在学术研究中探寻历

史，思考社会，关怀现实，完善自己的人格。只有用自己的独立人格，

才能通过学术的途径，与延安人物对话，与历史往事干杯，探寻近现代

中国社会跻身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苦难与风流。

开放的态度，是将延安时期任何历史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学术课题，

没有学术禁区。开放的态度，是将延安学研究当做一个永远开放的系

统，相信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成就，山外还有高山。开放的态

度，是延安精神的实质之所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

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众望所归。自 1936 年 “西安事变”

至 1941 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

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了

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主张变

成了党的政策，促成了一个时代的先锋行动。1937 ～ 1942 年间，中共

在延安先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 鲁

迅艺术文学院) 、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军事学

院、农业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俄语专科学校等 20 多所院校，面向全

国招生。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桂林、兰州、迪化 ( 今乌鲁

木齐) 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千方百计将知识

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延安对所有教育

基本实行免费。1943 年 12 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

说: “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 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

上 71% ( 其中高中以上 19%，高中 21%，初中 31% ) ，初中以下约

30%。”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在校学生

4. 2922 万人，至 1940 年减至 3 万余人。大约有 1. 2 万学生流失，其中

大部分是奔赴延安。没有开放的态度，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就不

可能出现延安赢天下的历史。用任何理由封闭延安，禁锢延安，都是与

延安精神相悖逆的。开放的延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国际的视野，是把延安学放在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去研究，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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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平台，进行国际学术对话。我们把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经过

工业革命、发现新大陆、两次世界大战，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称

为现代化进程。抗战胜利，结束了中国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历史。延安

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迅速崛起，并将执掌新中国政权的预备期。国家主

权，以及国家政权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历史命题。延安时

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用开放的人才观念建立一切事

业的基础，努力践行科学、民主等普世社会价值，积极建设公平、公正

的集体生活环境，整合社会资源，集聚智力资源，用整风运动锻造集体

执行力，多次化危难为机遇，把民生温饱当做政府最大的脸面，让人民

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从而为自己在黄土地上获得最广泛的执

政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当年延安引起世界关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

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更是

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今天，我们把延安学放置在现代化

进程中去审视研究，才能更好地让延安学融入世界学术语境，参与世界

文化对话。

［作者单位: 上海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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