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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王尧山

-L. 

~ 

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文化运动是在中 E共产党领导

下，为反帝反封建、民族强立和人民解放斗争服务的，是伟大人

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上海革命文化运动是其重要经成部分之

。

土海革命文化运动经历了三十个春秩，道路崎岖，战果辉

煌。它撞倒了殖民文化和封建思想的统浩地位，促使人但从半

瑾畏地半封建社会中觉醒过来，出色地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为上海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为我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强有力的文化队伍。

三十年岗，蹬着土海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堤，上海的革命文化

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夜:

第一阶段从 1919 年五四运动起封 1927 年党的第一次大革

命失欺止，是土海革命文化运动的初创与控新时期，历时八年。

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患主义思想运动，开创了革

命文化运动的新纪元。一扯早期的马克患主义者在上海关F 刊

物，开讲崖，建学校，深入工农，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

创立革命文化运动的阵地。 1921 年中 E共产党成立，加强了对

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启迪民众挣断身上的排锁，以斗争求

生存、争~主，有力地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 1字幕的事工农运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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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和第一次大革命。

第二阶段从 1927 年 8 月起到 1937 年 7 月拭目战争爆发时

止，是 i其反对国是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为核心的左翼十年时期。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00 内政治形势陡然逆转，大革命

中途夭折，革命转入俄潮。 E 吴党在对革命提据地进行军事"围

剿"的同时，对革命文化进行了文化"围剿"。上海革命文化界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血浩中站起来，继续拿起笔作武器，进行

瑛强的斗争，在斗争中形成并发展了一批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

左翼文化盟体〈如"中 E左翼作家联盟"、"中菌社会科学家联

盟"、"中雷左翼戏剧家联盟"等)。他们在文化战线的各个领域

开展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取得累累项果，创造了她

烂的左翼文化:革命文化队伍本身也得到 7 发展壮大。

第三陪段是抗战文化时期，是在八年拭战中形成的。抗 B

战争爆发，留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上海进步文化界团结各

阶层人士，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宣传队伍，深入工厂、学校、农

村、军队，到言?线、到内地，用各种形式宣传拭目，反对投降;宣传

进步，反对1l~退:宣传图结，反对分裂，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拭目救

亡运动。上海陷落后，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开展活动，出现丁

盛极一时前"孤晶文化"直到太平洋战争攥发。日本侵略军进、

占租界后，进步文化力量大部分转移封大后方，留下的进行斗争

显得更加艰难曲择。在这一阶段中，上海革命文化队伍空前壮

大，并得到假大的锻蝶，逐步走向或熟。

第四~段从 1945 年拭目战争结束到 1949 年上海解放，是

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夺取挂利的时期，历时四年。拉战胜利

后，离开上海的进步文化力量先后回来，上海成为争取和平民主

的前哨 i草地。上海革命文化界对蒋介石的内战拉裁方针进行了

生动深入的揭露，启发教育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当国吴党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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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意在仔，彻底才E绝和平，发动全E 内战之后，上海文化界又

和各养人民一起，高举反内战、反筑饿、反迫害的旗棋，撤起法澜

壮阔的斗争;在潮，形成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是包围之中的"第二

条战线"为夺取新畏主主义革命的姓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进

一步显示出上海的革命文化力量是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队

伍。

这是了不起的三十年。三十年间，中 E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土海革命文化运动也从创立到发展鬓壮大，走向 7 成熟。

上‘海革命文化运动之新以能取搏成功，最根本的原医是有共产

党的领导。这对上海来说，是得天结厚的。中医共产党诞生在

上海，党中央长期驻在这里，许多生活和战斗在这呈的革命先辈

都十分关心上海的革命文化工作，有的直接参与领导工作。党

前文化委员会建立后，领导又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凡十年

坷，周恩来对上海的革命文化工作和文化人给予了直接指导及

亲切的关怀，在上海革命文化工作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凝结着

周思来的心血。再加上上海又是患想与人才萎萃之所，一大批

革命文化工作者云集上海，其中有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这就使

党的革命文化工作得议顺利开展。自顾三十年党领导上海革命

文化运动探索前进的历程，有几点是特到值得记取的。

一、尊重文化工作的特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

在正确是理文化(特别是文艺〉与革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上，党敛了不少工作。

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上海革命文化界。党成立之

前，一批早期的马克患主义者就芽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

宣传:之后的各个历史时巅，又组织革命文化工作者学习、研究

马克思主义，出版马克患主义著作，开辟宣传马克思主义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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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文化战线上发生的多次论战中，党引导革命文化工作者

运用马克患主义观点来战胜对手，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患主义

的理解与掌握，使革命文化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健康

发展。

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遵锚的原那是:上海革命文化工作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体的一部分，一亩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反

帝反封建这个总任务作为吉己的主题:同时又以吉己特有的各

种形式，团结人员，教育人民，以推动与便进革命斗争的发展。

三十年间，上海革命文化运动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在反对

E 民党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辑"的斗争中，上海革命

文化运动作为时代的号焦，发出进军的号音，不遗余力地动员和

组织各褂层群众同心同德向敌人作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给上海革命文化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要求它迅速反映

抗日战争的现实，动员各攒墨人或进行全武在浅。上海革命文

化界在奴烈的抗日烽火中，以最快的速度能作出适应时代要求

的作品，迅速彩成了浩浩荡荡的文化队伍，教起了空前波澜壮坷

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是，发动全

面内战，实行反动性裁统治，激怒了全蜀人民。上海革命文化界

即以各种形式揭露敌人，教育群众，鼓黯和支持各行各业人民的

反帝反蒋斗争，在配合人民解放军从战场上打击国吴党反动氓、

形成使蒋介石陷于全民包围之中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终于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历史证明，文化不能离开政治，文住在不同班史时期都为这

时黯不同阶级的政治服务，但也积累、丰富了该时期文化的商活

及其表现形式。剖如:通过文化艺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是为政

治服务的高个方萄。用文化艺术手段去歌领和揭露，会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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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彻j亮、更易为人民所接受。为了追求更好的歌颂和揭露，就会

剖造新的更好更丰富的文化艺术内容和形式。

实践证明，革命文化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才能形成:只能随着

革命的发展才能得到发展;也只有为革命斗争服务，才能显示其

价盘和生命力。同时，实践也证明，文化为革命、为政治服务，有

直接服务方íW，也有较闰接服务的方苗。以理论的深层次引导

说服，t;A艺术跨形象化感染鼓舞，来提高人轩的基本认识和增强

其自身素养，就都是文化所特有的作用，也是它较为间接地为革

命、为政治摄务的方苗。因此，革命文化在为革命、为政治服务

时，不能忽视文化的这垫特性，不能挺文化〈包括理论、文艺〉工

作完全变成政治工作，否则将使文化失去特有的说瑕力、感染

力。社会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文化工作的内容、方法、形式也是

多样的。既要用革命〈政治〉眼光看待文化，又要尊重文化的特

性，按它的挽律办事，正确处理好文住与革命、艺术性与思想性、

继承'挂与创造性等各种关系，打开文住的广阔天培，方能更好地

为革命服务。

二、排除干扰，克服右的和"左"的错误，

开拓文化战线的广阔天地

上海革命文化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征途上，可谓荆棘载

道，障碍重重。有帝国主义、封建军胃、国民党反动涯的撞残与

追害;有各种资产攒级患想观点的睦挠与非难;也有革命阵营内

部的意丑分歧和争论。

对帝国主义、封建军民和 E 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及其散

布的反动理论，酷了针锋相对抗争外，是荆无选择的。在思想理

论方茧，二十年代之对戴季掏主义、 E家主义澈的批判，三十年

代之对蜀民党新生命液、改组波等挑起的关T中国社会性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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