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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乔木谈文学艺术》收文七十一篇，自一九三○年四月胡乔木在中学时代写的文艺论文《近代文艺
观测》始，至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他逝世前三天阅定的《＜人比月光更美丽＞再版后记》终。
其中二十三篇选自胡乔木亲自编定的《胡乔木文集》；四十八篇从胡乔木的有关文学艺术的文章、讲
话、谈话以及书信中选收，包括文章信篇（有一篇没有公开发表过），讲话、谈话十四篇（有十二篇
没有公开发表过），书信二十六篇三十七封（有十五篇二十二封没有公开发表过）。
编者对全书每篇文稿作了校订，做了题解和注释；对没有标题的讲话、谈话以及书信加了标题；对部
分讲话、谈话作了文字整理。
   《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这部专题文集，相当充分地记录了胡乔木一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对文艺工
作者的关心和爱护，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关注和贡献。
这部书的主要篇幅，展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既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屈不挠地高举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胡乔木所作的这一切，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文艺，关注文艺事业，信任和爱护文艺家的生动体现，从
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战线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
历程。
    这部专题文集包含了胡乔木六十年间对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历史的批评，对众多古今中外文艺家、文
艺作品（特别是当代中国文艺家和他们的作品）、风格流派的评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他对中国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论述（包括对毛泽东诗词的解释），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历史的总结和对
三十年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具有精辟独到的见解。
胡乔木的美学理想、文艺观点，以及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对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对
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都会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本书部分文稿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提供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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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乔木（1912－1992）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长期担任文化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职务，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和建树，其中最为卓著、最
具开创性的领域是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语言文字。
《乔木文丛》即由《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
木谈语言文字》四卷专题文集构成，相当全面地记录和展示了胡乔木在这些领域的指导作用和学术成
就，说明他不愧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开拓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中国文字改革和社
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推进者。
这部文丛是对已经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的补充。
文丛收录了胡乔木几十年来对上述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讲话，还选收了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
文稿、讲话、谈话以及书信。
它是胡乔木毕生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不仅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而且对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也有长远的借鉴和
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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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乔木文丛》出版说明近代文艺观测（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评周文的创作集《父子之间》（一
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的题材，新的人物——读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一九三六年二月
二十五日）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 — —一个读者给作家们的一封信（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欢迎科
学艺术人才（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观点（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祝贺与希望 （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悼望舒（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谈诗（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伟大的作家，
伟大的战士（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诗歌的形式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关于袁枚的《黄生
借书说》（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诗史上的创举 ——介绍郭小川的《厦门风姿》（一九六二年
九月六日）辛弃疾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之我见（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对美术工作的一
些意见（一九六三年七月至八月） “芙蓉国”的意义（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 谈民间文学工作（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 关于《词十六首》的通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二月） 一、胡
乔木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封） 二、胡乔木致《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
六四年十二月五日） 三、陈毅致胡乔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 四、胡乔木复读者（一九六五年
一月至二月，三封）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十月十四日）请帮助姚雪垠
出版长篇小说《李自成》（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姚雪垠致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
）关于文艺理论研究问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新诗要在继承自己的传统中提高（一九七九年一月十
四日）如何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对开展美术工作的一点建议
（一九八○年三月一日）携起手来，放声歌唱，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一九八○年三月二十
八日）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纪念鲁迅（一九八○年四月三日）对电影《天云山传奇》的一点意
见（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诗歌中的平反问题（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二日）请大力支持儿童电影事
业的发展（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日）要办好一种文艺评论刊物（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当前思想战线
的若干问题（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关于文艺作品怎样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九八一年八月
三十一日）对人性等问题的说明（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太阳与人》是一种政治观点的寓言化
和漫画化（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复巴金（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对我们电影艺术的进步要有
信心（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谈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关于七律《
有思》的通信（一九八二年六月至七月） 一、钱钟书致胡乔木（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 二、胡乔木
致钱钟书（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三、钱钟书致胡乔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 四、胡乔木致
邓颖超（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散宜生诗》序（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怀念萧三同志（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歌特”文章的意义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随想》
读后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九日）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高高举起社会主
义文学的旗帜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日）我们需要健康的批评空气 （一九八三年六月）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文艺奖”首届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杨刚文集》序 （一九八三年
八月三日）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对艺术家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一九八
四年十月三日）希望人人都看《花环》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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