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国60年中国文艺发展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国60年中国文艺发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1445921

10位ISBN编号：756144592X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柴永柏 编

页数：4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国60年中国文艺发展研究>>

前言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和人民奋进的号角，具有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
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
2006年，胡锦涛同志出席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文艺工作在党和国家建设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七大站在时代发展的新高度，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号召我
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
让人们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十七大做出的科学论断和战略部署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供了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功
能，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审美能力，能够激励斗志、鼓舞士气，引导群众为振
兴中华、建设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先进文化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的优美精神食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角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创建现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艺
术圣殿，并为人类艺术宝库增光添彩。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是引领社会主义文艺船队扬
帆远航的灯塔，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极其重要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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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音乐学院《建国60年中国文艺发展研究》课题组立足建国60年以来的宏观文艺实践、文艺成
就和文艺研究，融合作者的切身感受与理论思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路线方针、总体格
局、主要内涵、发展途径等方面，进行论纲式的总体阐述和学术探讨，谨以此纪念建国60周年。
期望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在实践上创新发展。
这是四川音乐学院为中国文艺发展理论研究和创新作出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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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的党在制定各个时期文艺的方针政策时，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1.毛泽东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表述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
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
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
东西，就是新文化；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
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
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
⋯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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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
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
从总体上看，其基本精神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当时的客观要求和革命文艺发展实
际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论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即中华民
族正处在危亡的边缘，必须坚持抗日战争，如果文艺对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必然会因失掉
读者而丧失自身的前途；是针对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后，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实
际等新的问题而言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成为革命文艺的当务之急。
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促进了当时革命文艺的发展。
可见，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的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方针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完全
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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