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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多次在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中提
出，要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文艺大军。
这支文艺大军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努力与工农兵结合、刻苦
改造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另一个部分就是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而又以后一个部分为主、为
重。
虽然在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的“十七年”中，全国范围内这样一支令人鼓舞的文艺大军并未
真正形成，但是在包括上海在内的某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较为广泛的工人文学创作的群众性活动。
把在这样的群众性创作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者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文艺新军也并不为过。
笔者在幼年时代虽没有资格在表格上的“出身”一栏里填上“工人”的字样，但是却对工人阶级怀有
十万分的敬意，这种敬意至今犹存。
所以非常愿意以绵薄之力，对“十七年”时期上海工人文学创作的情况做一些耙梳，尽到一个土生土
长的文学工作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一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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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七年”时期上海工人阶级文艺新军形成的原因、作为政治概念的“工人作者”、无产阶级文
学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工人阶级文艺新军形成的经济原因、工人阶级文艺新军形成的政治原因、工人
阶级政治地位和思想觉悟的提高、强有力的保障制度、文学部门的培养机制、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的教育、支持机制、工人作者的个人努力、上海工人阶级文学创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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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十七年”时期，所谓的“工人作者”以及后来成为专业作家的“工人作家”可以分为三种人
：产业工人、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描写工业题材的工厂干部或工人文艺活动的组织领导者
。
　　毫无疑问，在“工人作者”队伍中第一种人占大多数。
他们主要是钢铁、纺织和机器制造业的工人，即所谓血统工人，如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张英、
居有松、李根宝、郑成义、毛炳甫、周嘉俊、谢其规、胡宝华、孙顺兴、俞志辉、丁承羽和徐俊杰。
　　第二种人比较少，如水手陆俊超、电话服务业工人福庚和仇学宝。
不过，把非产业工人也当作工人是有根据的，并不十分勉强。
陆定一在1950年撰写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一文中指出：“工人是破了产的农民，在乡下不能生
存，到城市找工作谋生。
所以工人是被人看不起的。
为什么共产党看得起工人？
因为马列主义的教导。
马列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陆俊超和仇学宝正是这种破了产的农民的后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盛行过推选所谓“产业工人”或“血统工人”出任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
做法，中国共产党也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
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一次会议就选举了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
常委主席，因为向忠发在武汉做过水手和码头工人。
陆俊超也是把自己看作工人的，他在中篇小说《九级风暴》中写道，曾经参加1922年香港海员工会罢
工活动的老水手李阿海对青年海员刘虎说：“我们工人阶级不是生下来就会战斗的，那些远洋水手兄
弟，在支持我们的斗争中，他们会更加认清谁是敌人，同时也锻炼了他们自己。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工人阶级文艺新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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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