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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延
安整风的代表性文献，《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42年5月2日和5月23
日。
“引言”部分阐明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研究如何使“文艺
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
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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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米·巴赫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了中世纪的狂欢节。
狂欢节的主角是广场上欢笑的大众，欢笑的声浪击穿了一切等级关系，击穿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也
击穿了官方设置的种种壁垒。
“在此后欧洲文学的发展中，狂欢化也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
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
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朴素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
这就是狂欢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之所在”。
既然通俗文化的作者与底层保持了天然的联系，既然通俗文化拥有强大的形式体系，为什么底层经验
的表述仍然必须由知识分子承担？
　　在我看来，首要的原因是通俗文化的作者往往未曾拥有足够开阔的历史视域。
通俗文化存留了种种表面的底层经验而几乎无法揭示完整的历史图景——揭示底层与其他阶层的相互
位置及其关系。
这个意义上，通俗文化之中底层的牢骚、抱怨、哀告、叹息、控诉往往惊人地相似。
无论是山歌、民谣、杂耍还是快板、秧歌，那些朴素的、即兴的、相对单纯的形式无法容纳历史的重
量。
即使在巴赫金的狂欢化景象之中，每一个参与者也仅仅拥有一个狭小的视角而不可能登上历史的制高
点。
他们仅仅按照习俗欢呼雀跃而不知道自己的笑声会给历史留下什么。
很大程度上，底层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体，他们的阶级意识并未觉醒。
这时，通俗文化无法完成毛泽东提出的“典型化”——因为没有发现阶级意义上的共性。
　　“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这
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这篇论文之中的观点。
从另一方面来说，“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
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
所以，阶级意识既不是个别阶级成员思想、感觉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值，而是阶级整体对于自
己历史地位的意识。
一个缺乏这种意识的阶级肯定认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样的阶级就只能起被统治作用”。
按照卢卡奇的分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阶层不可能拥有清晰的阶级意识——它们的阶级意识是“
被赋予的”。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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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