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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与2O世纪5O年代典型问题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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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5o年代国内就典型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消息报告为国内典型问题论争构造 

了良好的氛围和契机；通过译介苏联重要理论文章，提高了论争的水平，促进了典型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也助长了论争向苏联 

一 边倒的盲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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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5o年代 ，国内文艺就典型问题展开激烈的论 

争，<文艺报》作为党的喉舌，积极介入论争，通过译介苏俄文 

论对论争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文学典型问题论争中<文艺 

报》所起到的作用为切入点，分析它如何引导和影响国内论 

争，从而来反思这种影响的得失，总结其中的经验和不足，以 

提醒人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要忽视了期刊的作用。 

典型问题论争是上世纪5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个焦点， 

在这个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1956 

年4月至5月，《文艺报》在第 8．9、10三期开设“关于典型问 

题的讨论”的专栏，连续发表<艺术典型与社会本质》、《关于 

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影片中的艺术内容》、<艺术形象的 

个性化》、《对艺术问题的一些感想》、<典型问题随感》、《关于 

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等重要文章讨论文学典型问题， 

论争由此展开。 

一 建构了论争的氛围和契机 

20世纪 50年代典型问题论争产生的原因是《文艺报》认 

为国内需要澄清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故而通过译介一些 

相关的苏俄文学论争作为背景，来诱发国内的论争。因此， 

在论争展开之前，《文艺报》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 

文艺理论相关文章以及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为论争构建相关 

的知识背景，苏联文艺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效法的对象，苏联 

文学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早在中国 

展开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之前，苏联对文学典型问题已经展 

开了激烈的讨论。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把典型看 

作是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苏联在二十大之前文 

艺界已经出现解冻宽松的现象，于是《共产党人》杂志在 1955 

年第 18期发表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马林科 

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上提出的典型的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 

这些在苏联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引起了<文艺报》的密 

切关注。1952年<文艺报》第 20期首先转发了一则消息<马 

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 

的指示》，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典型问题上来。接着，1952年 

第21期刊登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 

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苏联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录》，把马 

林科夫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译介过来当作国内论争 

的参考，同时，<文艺报》1953年第 15期发表消息<苏联文艺 

界讨论典型问题》进一步报道苏联文艺界关于典型问题的讨 

论，<文艺报}1954年第 14期又发表消息《苏联文学界广泛开 

展文学问题的讨论》，同年第 20期刊载消息<苏联文学界继 

续广泛开展文学问题的讨论》。<文艺报》在短短的时间内报 

导这么多苏联关于典型的讨论的消息，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 

的，它对这一问题集中刊发大量文章的反常态度，引起了国 

内文艺界的注意 ，激发了文艺界论争的热情，更加点燃了国 

内论争的导火索。到 1956年前后，《文艺报》经过长期处心 

积虑的安排和行动，使典型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文艺报》的焦 

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促使这一论争在国内展开。 

同时，《文艺报》还积极译介苏联重要理论文章，创造关 

于典型的理论导向，为国内文艺论争创造契机，引导论争。 

《文艺报》1956年第3期全文译介了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关于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文艺报》 

译介了论争中一些颇有代表性文章，如 1955年第 22期《文 

艺报》译介了苏尔科夫的文章《文学的党性和作家的劳动》， 

1956年第10期《文艺报》译介塔马尔钦科的《个性和典型》， 

以及第 13期彭慧的文章《一个农民的艺术典型——谈梅潭 

尼可夫》。译介这些相关的苏俄文论供人们参考借鉴，对国 

内的论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文艺论争中，国内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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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更喜欢从苏联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中去寻找证 

据支撑自己观点。实际上，50年代《文艺报》的主编都是一 

批极具开阔文学眼光、深厚理论修养的理论家和文学家，他 

们不会弃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而不顾。这也造成了50年代 

《文艺报》一个显著的特色，注重发表理论方面的文章，注重 

对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文艺报》总是有意的译介苏 

联重要理论论争，或者报道相关的论争情况，来构建论争的 

舆论氛围，吸引国内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的目光 ，故意制造 

论争的契机，以点燃国内论争的导火索。可以说，50年代国 

内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任何一次较大的论争，都与这个在当 

时有着绝对权威性、起着文艺导向作用的《文艺报》的积极译 

介和大力倡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50年代《文艺 

报》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建构论争知识背景和契机，对论争产 

生了重要影响。 

二 提高了论争的水平 

我国文艺界 20世纪 30年代就典型问题发生过论争 ，但 

30年代我国典型理论还处于起步阶段，一直没有受到应有 

的重视，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多存在片面和偏狭。到了 50 

年代，由于《文艺报》对苏联典型理论的译介，开阔了视野，提 

高了对典型理论问题的认识，因此，典型理论的深广度显然 

要超过30年代。并且，在论争中出现百家争鸣的景象，形成 

了关于典型的多种学说，丰富了典型理论，论争为我国典型 

理论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前后对比，在 50年代《文艺报》 

的译介和影响下，对于典型问题的论争显然是站在更高的理 

论平台上进行的，提高了论争的水平。实际上，50年代国内 

文艺论争的展开大多是通过《文艺报》的导向作用从苏联文 

学中寻找合法性的理论资源 ，有的甚至把苏联理论直接照搬 

过来，结合中外理论，当然会给国内典型论争带来更加开阔 

的视野，提高论争的水平。 

三 促进了典型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20世纪 50年代《文艺报》探讨的典型问题是关于社会主 

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 ，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和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艺报》为典型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为了典型理论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众多讨 

论者的参与，《文艺报》在传播苏联文学文论过程中开辟了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的专栏 ，掀起了典型问题论争的高 

潮，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菜、黄药眠、陈涌、巴人等人 

的大量文章深入探讨典型问题。如张光年批评了“一个阶级 

只有一个典型”、“一个社会力量 只有一个典型”的错误看 

法，⋯钟惦菜的文章针对当时提出的“和社会历史本质相一 

致”的机械观点进行了分析，【2 林默涵认为“不能设想，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者没有和新的现实、和先进事物相吻合的先进 

的世界观，而能够担负起这样的任务”。【3 作为 50年代中国 

文艺的喉舌，《文艺报》不可能对典型问题论争不闻不问，它 

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当中，或者译介苏联重要文学理 

论为论争寻找根源和科学的根据，或者刊载国内重要论文表 

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这些形式多样的方法不仅仅是维护 

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更是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 

深入地反思，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化与发展。 

在典型问题的讨论中，当时《文艺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从各个 

不同的角度发表不同的观点 ，这些文章都深入到了理论的纵 

深之处，把典型理论推进到新的高度。50年代《文艺报》对 

于典型问题的探讨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在此之前是比较少 

见的，超出了 30年代互相叫骂式的简单盲 目的论争倾向。 

这些都为新时期更加深入探讨这些理论问题提供了较高的 

理论平台，这一时期对典型问题的探讨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 

的文章，是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收获。在苏俄文论影响下， 

虽然由于文学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对典型问题的看法还 

存在偏狭片面的一面，但从根本上对典型理论进行了深入分 

析判断，促进了典型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四 导致了片面盲从倾向 

中国上世纪50年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实行了向苏 

联一边倒的策略，文学当然也盲目地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文 

学阵营。5o年代文学向苏联一边倒虽然是多种多样的因素 

造成的，如领导人的有意识提倡，社会主义阵营的召唤以及 

苏联辉煌灿烂的文学本身的魅力都吸引着中国5o年代文学 

向苏联一边倒。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50年代《文艺报》对苏 

联文艺的译介和传播也是导致中国文学向苏联一边倒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国家意识 

形态的影响，5o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上 

非常特别 ，它除了对苏联文学敞开大门之外，把欧美 自文艺 

复兴以来的辉煌文学成就基本拒之门外，把他们斥之为反动 

没落的文学。这使得《文艺报》在 50年代译介外国文学时， 

把苏联文学的译介放在重要的位置。1952年，周扬就指出： 

“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 

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 

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 

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4 5o年代《文艺报》成了传播苏联文艺的主要媒 

介，不仅大量译介苏联重要文艺政策、重要理论家的理论，并 

且还及时刊发苏联的的文坛消息，介绍重要的作家、文艺理 

论家，后来还开辟新书刊专栏及时介绍苏联的文学作品。法 

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别林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果 

戈理、普多夫金、萧洛霍夫、苏尔科夫等在苏联文坛上举足轻 

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家都得到专门的介绍，《苏联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 

代表大会上所作<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 

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录》、《苏斯洛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 

(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意 

见》、法捷耶夫的《苏联文学艺术工作的任务》、特瓦尔朵夫斯 

基的《关键的问题——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 

言》、波列伏依的《最高的创作自由——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 

表大会上的发言》、冈察尔的《我们时代的浪漫精神——在第 

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这些苏联作家代表 

大会的重要报告和决议在《文艺报》上都得到专门的译介，还 

有苏联《真理报》、《文学报》、《艺术报》上面的专论，如《真理 

报》社论《把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提得更高些》、《群众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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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关于<青年近卫军 >底新版本》、《克服戏剧创作的 

落后现象》，《文学报》专论《文学语言中的几个问题》、《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成就》，《艺术报》社论《提高影评水 

平》，都被《文艺报》及时刊载出来作为国内文学发展的借鉴。 

《文艺报》从 1953年第 1号起，开辟新书刊专栏，《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茹尔宾一家》、《青年近卫军》、《沼地上的火焰》、 

《光明普照大地》等苏联重要的文学作品或者新近出版的文 

学作品接二连三的得到专门介绍。除此之外，还有别林斯 

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苏联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文学思 

想以及重要论著也经常刊载。“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作家 

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5o年代苏联重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文 

学的社论、专论，在中国的报刊上得到及时的译载。”l5 《文艺 

报》同时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译介较少，对欧美文 

学译介更少，或者干脆只字不提。《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 

介占据了整个外国文学译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重，这些 

都表现出《文艺报》在传播外国文学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 

但是，这种一边倒又导致了中国传播接受外国文学简单 

盲从的倾向。20世纪5o年代中国文坛对苏联的文艺采取了 

简单肯定、接受跟从的态度，对苏联的文学理论没有作太多 

的辨析研究就全盘接受，这些理论中有的是关于苏联社会主 

义文学理论和民主主义文论的精华，但也有一些机械偏狭的 

文艺思想。而我们常常直接从苏联不加辨别地把这些文论 

移植过来，将其置于绝对权威的高度全盘接受。5o年代文 

学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多与这种简单盲从倾向有直接 

的关系。针对当时文艺界简单盲从的倾向，秦兆阳、巴人等 

首先表示出强烈不满。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 

路》里不满于文坛盲从于苏联文学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倾 

向而指出：“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 

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 

忠实于现实，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 

己的任务。眦6J“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 

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考虑到 

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 

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所以，5o年代文学中这 

种简单盲从的倾向极其普遍，典型问题论争也没有避免这种 

简单盲从倾向。由于当时的文学环境的限制，《文艺报》不可 

能引导文坛对苏联文艺进行更多地辨析批判，更多的是对苏 

联文艺的合法性进行阐释，迫使论争者对苏联文学被动的盲 

目追随，导致缺乏 自己独立的辨析判断。少数几个有 自己独 

立判断的人，被《文艺报》批判封杀，更加助长了这种简单盲 

从的倾向。 

20世纪50年代典型问题论争有偏狭的一面，但也取得 

了卓有建树的成果。无论其成败，苏联文艺理论和国内文学 

环境对其都有影响，这些前人已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但如果 

从期刊影响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会发现《文艺报》译介苏 

俄文学与文论对论争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不能忽 

视《文艺报》在典型问题论争中的作用。在5o年代一系列的 

文艺论争中，都离不开《文艺报》的参与，《文艺报》在50年代 

的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文艺论争采取袖手旁观 

的态度。《文艺报》通过刊发文章发表自己对论争的态度，或 

者通过刊发文章来批判异端文艺思想，或者通过译介文章来 

引导论争的发展，在文艺论争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文艺论 

争的重要阵地。《文艺报》译介传播苏俄文艺理论不仅从深 

广度上影响了典型问题的论争，而且通过有目的的译介文章 

人为地规定限制了论争的内容和方向，其影响程度远非国内 

外文学环境的影响所能堪比。所以我们在研究20世纪5o 

年代苏俄文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审 

视这一时期《文艺报》传播苏俄文论对论争的影响和作用，以 

此来提醒当下文艺研究不要忽视了期刊对于50年代文学乃 

至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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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Newspaper and the Debate of Typical Question in 1950S 

ZHU Xue—jian 

(Wuhan Un／~ ／ty，Wuhan 430072，‰ ) 

Abs嘣 ： In 1950S，the sllarp debate Oil the typi~ problem in domestic was hot．Literary Newspaper created the good public opinian 

mm08pl1eIe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dolllestic typical problem debate by乜：啪sla Ilg and introducing the Soviet Russian new8 and report．At the 

881he time，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the Soviet important theory article raised the levels ofdebate，and promoted the dt ptmiJ1g and 

devdopmant ofthe typical problem ，but it also led the debate to the tendency otblind obedience toward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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