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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文艺模范群像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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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文艺模范群像承载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引导，是取得抗战胜利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历史中，它的具体建构可视化为：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点，运用

模范塑造、作品熏陶、整合文艺组织等多类手段，进行立体化、多元化、动态化形塑。然而其

萌芽建构非一人或一党之呼，实应文艺抗战的时代述求与文艺擢升的精神之需，是激发民族意

识、助推抗战洪流、壮大文艺抗战伟力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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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增强文化自信[1]。”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就必须在党的

领导下，培养德艺兼备的文艺骨干，发挥精神引领、典型示

范作用。如此，在革命抗战道路上，选树文艺圭表典范当属

争夺抗战胜利的必不可少之力，恰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中言叙：“革命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2]”，筑牢文化

战线是夺取抗战胜利必经之路。由此伟大的革命抗战时代迫

需“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

文艺人才队伍[3]”，手握文艺利器，争夺抗战胜利，开创中

国革命文艺的新纪元。爬梳学术界关于延安时期模范的相关

研究，对延安时期劳动模范、英雄模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

丰。但鲜少有学者从文艺视角下挖掘典型人物，甚至是文艺

模范群像的影响探析。因此，本文试图从延安文艺模范群像

视阈来剖析文艺模范群像的构建缘起，通过多元化的模范精

神引领路径，论述文模群像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树立文化自信，鞭策当今社会文艺模范再造

具有重要实践启迪。

一、延安时期文艺模范群像的建构缘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群众惨遭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

动派的迫害。为此作为革命崭新力量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

手持文艺武器，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发挥榜样示范作

用，走一条文艺与工农兵结合的文艺革命道路，挽救民族危

亡。

（一）构筑伟大抗战文艺需要伟大文艺模范

任何英雄人物的出现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社会历

史发展的产物，所谓“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

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典型人物承担社会价值、发挥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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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进步。

“五四”运动后，中国涌现出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

且在文艺各个领域皆取得不斐成绩。但由于国民党的干扰将

文武两支战线割裂，加上日本侵略者妄图奴役中国人的思想，

导致这批文艺大军缺乏正确领导，与工农大众和实际生活背

向而驰。因此，毛泽东应对形势提出：“过去我们都是干武

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

全”。足以言明文艺战线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是谓物质力量

得以擢升，那么精神力量强盛固然关键。早在 1936年中国

文艺协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推动大批文艺工作者得以平台

聚集，发扬抗战文艺。又及，1937 年 8月，毛泽东与西北

战地服务团主任丁玲谈到：“我们从文的方面和武的方面夹

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1938

年 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阐明该校的成立

是为坚苦竭蹶的民族抗战服务，“是要培养抗战艺术干部，

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

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如上数列，无不表明延

安文艺模范的构建是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顺应伟大革命战争

环境孕育而生，是人民革命伟大时代的产物。

（二）建设边区精神高地需要伟大文艺模范

文化作为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能够在人民认识与改造社

会的进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延安文艺已被时代赋予更高的

价值，它不再是文化自赏的产物，而是转变为精神动员人民

群众的物质器具，而支持这一定义的人正奋力挖掘文艺的特

殊功能。延安时期，仍旧存在“精英化”“封建化”的文化

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相偏离，文化仅为“少数人”服

务。特殊的社会环境致使延安文艺家执笔为戈化身为文艺战

线上最先进的革命战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争夺人民力量采取

必要行动。

一方面，需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由于延安时期各革命

根据地地势偏僻，绝大多数人民处在文盲与半文盲的状况，

提高人民的精神素养必然需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文艺工

作者须要牢牢把握文化的教化作用。因此，对人民群众的文

化教育便成为最关键的任务。为此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要兴办

学校，开展识字运动，大力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准。针对

文化落后的状况，边区政府开设冬学、巡回训练班、夜校等

进行全民性的文化普及工作。使每位群众都有机会接受教育。

另一方面，需丰富人民的精神食粮。边区人民不仅文化

水平低下，文化资源也相当匮乏。因此，描绘革命抗战现实

斗争生活题材的文艺创作，丰富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精神文

化是每一位文艺人应承担的责任。伴随各地文艺大军的涌入，

边区群众的娱乐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哼唱歌曲也不在局限于

本土民歌，刻画人民生活的歌曲及鼓舞士气的战歌逐步显现，

文艺协会、剧团及培养干部的艺术学校不断增加。甚至打破

了人民群众参与文艺创作的禁锢，实现文艺创作的对象向创

作文艺主体的转变。人民也能在街头朗诵诗歌、参与剧目编

纂、进行影视表演等等。种种迹象皆说明人民的精神食粮得

到不断丰富。

（三）时代需要文艺模范，而模范需要先进引领

自“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具

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毛泽东谈到：“由于现时中国革

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

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那么要实现这种

领导的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中国共产党来完成。

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国家陷入危难。成千上万的进步知

识分子涌入革命心脏之地延安，云集延安的文化人主要有四

方面来源：一是历经长征来到延安从事苏区文化工作的文艺

者；二是已有一定文艺成就的左翼文化人；三是远赴中国延

安的海外华侨知识分子；四是延安本土的民间文艺人。各类

文艺思想争锋交汇，存有创作主体思想、刻画对象、宣传指

向等各种分歧，故需要党来“引领航向”。抗战局势所迫，

人民的爱国激情及革命热忱持续高涨，从全国四方汇聚的庞

大文艺大军成为革命抗战的关键力量，有效团结各地文艺大

军同力协契，朝共同目标奋进，亟需党来“聚合凝练”。集

结的文艺生力军发挥自身艺术才能，跟随党的正确领航指向、

扩散党的抗战主张，激发民族意识，承载了时代赋予的历史

任务。

二、延安时期文艺模范群像的引领路径

在文艺抗战道路的进程中，吸纳无数优越文艺人才，合

成模范群力。为深层次挥发模范的价值引领作用，必要坚定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向，选树模范典范阐扬示范作用，同时

创作工农兵大众的文艺作品熏陶人民群众，壮大文艺组织集

体力量等引领方式唤起群众抗战激情，凝聚人民抗战力量，

推动中华民族抗战事业完善发展。

（一）模范群像具象形塑

塑造模范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一次生动学习的过程，是效

仿先进、崇尚先进、追求先进的必经之路。在烽火战乱的革

命年代，塑造模范典型更应摆在文艺事业的重要位置，模范

构成合力，群像影响人民，人民再造模范，从典型身上汲取

智慧，迅速掀起效仿先进、赶超典范的热潮。

延安时期，塑型革命抗战道路上深具号召力的模范群像，

其中最具典型的当属以柯仲平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

（以下简称民众剧团）。该团运用秦腔剧、眉户等艺术形式

武装群众，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剧团骨干蚁合从延安出发自

各革命根据地出演，踏往“文艺长征”之路，沿途搭台、逢

村演出，表演场次不计其数，观众高达两百万有余。塑就无

数角色鲜活的戏剧人物形象，激起边区人民热烈反响。只要

想到民众剧团边区人民就会笑谈：沿着丢弃花生皮、鸡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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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碎的道路准能找到民众剧团。故民众剧团不辞辛劳、一

心为民的群体形象深深印在人民心中，因此也留下了“顺着

鸡蛋皮找剧团”的佳话。民众剧团影响力日趋壮大，吸纳感

染各文艺领域英才，选树大批艺术典范形象。譬如，“民间

艺术家”李卜，用人民的语言改造眉户剧，利用眉户剧服务

抗战的形式，李卜起到了事关重要的带头作用。在艺术上教

授技艺，从不保守，塑造边区人民心中尽心尽责、不辞劳苦

的艺术家形象。著名作家丁玲 1944 年在延安《解放日报》

上撰文称李卜同志是中国的莎士比亚。除此，以杨醉乡为代

表的艺术家们还带头响应大生产运动指示，兴起一边劳动一

边演出的风气。男同志到南泥湾开垦荒地，女同志则种菜纺

织，闲暇之余搭台表演反映抗战及生产的文艺作品。条件固

然艰苦，但大家的工作激情反而愈加高昂，延续了艰苦奋斗

的优良品质。真正做到了党赋予革命群众艺术家的时代责任。

（二）艺术作品宣传鼓动

形塑模范具象是促进模范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除此，

文艺作品的渲染路径同样不容小觑。进步的艺术作品可以通

过传达情感、表现思想，起到一定的宣传动员的作用。

由于边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滞后，传统文化形式多数夹

杂着封建迷信的内容，潜在中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骨髓。那

么就要求延安文学骨干队伍努力开拓文化传播的积极效应，

用多元化艺术途径促进文艺在人民群众中潜移默化的教化

作用。譬如，以冼星海为代表的音乐家，协作抗战歌曲《救

亡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后方去》，旋律激昂、形象

鲜明的创作手法饱含创作者们文艺救国的紧迫感与民族存

亡的忧虑感，作品极富宣传号召力，响彻全国，成为当时脍

炙人口的抗战名曲。随即《黄河大合唱》编创展现中华民族

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唱响民族最强音，塑型威武不屈的民

族形象。与此文艺家也在进步文学创作中不迭思索学习、改

良创新。像成仿吾、吕骥等创作《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糅合

青年蓬勃朝气与战士英勇魄力，高唱：“抗日救亡要我们加

倍努力，锻炼成抗战骨干”。使其超青年歌曲之活泼，越抗

战歌曲之雄伟，开口歌唱便能立即唤醒中国人民心中酝蓄已

久的民族使命感。这些文艺模范在实现抗战文艺救国道路上

堪称“中国无产阶级文艺领域先驱者、人民音乐领路人”。

（三）整合组织群体力量

此外，文艺组织的群力汇聚同样也是发挥圭表引领作用

的重中之重。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

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一个组织的力量是可以整合一群人来完成共同的目标。延安

时期，随着两个文艺队伍成功会师，揭开文艺抗战的序幕。

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文艺骨干自愿请

缨至前线，深入敌后战场，纷纷组建文艺社团、文艺协会、

文艺团体等文学组织，以凝聚模范群像的集体力量。

中国文艺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文协）作为第一个具有抗

日群众性的文艺机构，为推动抗战文化重心工作，向全国发

起号召，将一切热衷文化事业且积极向上的文艺团体与文艺

家团结起来，通过征募协会成员、发展民众组织、成立各地

文艺分会以及有序组织文化批评与文艺创作的集体研讨会

等文艺方式，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体意识，凝结无组

织群力。到 1937年末，中国文协肩任历时一年的无产阶级

文艺使命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会（以下简称边区文协）

接替。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实践工作中，集合战歌社、文学组、

社会科学部等多种文化组织，极力捍卫民族文化。在时局动

乱的抗战时期不仅要团结利用一切积极力量，更需找寻和预

备新的文艺力量，即对抗战需求的人才与干部培育问题。鲁

迅艺术学院的成立为社会输送孕育大批服务抗战的文艺骨

干队伍。应抗战时局发展需要，创建如中国抗日军政大会、

陕北公学等军事干部学校，培养如古元、贺敬之、冼星海、

周扬等文艺家并成为中国文艺界的中坚力量。抗战骨干队伍

集结，成功挥动文艺武器效能，接续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三、延安时期文艺模范群像的当代启示

延安文艺模范群像的生成为当代中国确立文化自信，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影响巨大。启示中华民族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作为固本之策，建树文艺模范的群体形象，以发

挥模范群像合力为出发点，赓续先进模范精神，促进模范络

续再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进程再创辉煌。

（一）坚持党建引领，铸牢文艺方向

在中国革命建设的“齿轮”中，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螺

丝钉”。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

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

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

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

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

文艺知识分子初踏延安，存在对人民群众不熟知，甚至含有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削弱党的领导，促使文艺事业处于

消极发展状态。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解放区文艺

发展指明方向，这标志了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政策上的领导地

位。至此陕甘宁边区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其一，指明文艺

服务方向。使得文学艺术家融入到人民大众之中，站在人民

立场，以人民为创作对象，践行文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原则，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其二，丰富文艺精神食粮，反

映人民生活、讴歌人民英雄的文艺作品源源不断，多样化的

艺术形式映入眼帘。使得人民精神财富得到极大满足。其三，

筑牢文艺统一战线，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团结一切可用的力

量，唤醒人民抗战意识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

历史证明，只有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才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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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建树模范群像，优化模范自身

延安时期，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兴起文艺下乡运动。

文艺家下到乡村与群众一起耕作纺织，从人民中取材，编撰

为人民热爱的作品，还有部分去往前线进行战地演出，鼓舞

士气，振奋人心，甚至壮烈牺牲，另外还加入人民群众教育

事业中，为了更好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抗战文艺学校创立，

规整文艺思想、输送文艺人才。这时期塑造了一大批德艺皆

备的文艺家及文艺人才队伍，凝聚成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文

艺武器。

建树模范群像，正确发挥文艺模范引领的作用必须具备

以下几点：首先在思想上，必须站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场，

坚定“四个自信”，贯彻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思想；其次

在作风上，遵纪守法、修身守正、立心铸魂，德是文艺家精

神品质的支撑，艺是文艺家精湛技艺的灵魂，崇德尚艺是每

一位文艺工作者的必修课；再次提出在创作上，不仅要个性

鲜明、内容丰富，还要符合人民大众所能接受的审美情趣，

同时不断汲取国内外先进优秀文化营养，注意推陈出新以防

固本守旧；最后在行为上，坚决抵制不良之风，绝不同流合

污，提高自身的艺术涵养，尤其是在当今网络发达的时代，

更应重视思想品德的修炼，不断陶冶情操，争当文质兼美的

践行者，崇高精神的引领者。这才是当代建树模范正确发挥

模范引领精神的价值所在。

（三）模范引领群众，群众再生模范

“新社会新时代还要产生无数的新人，这些新人就是新

时代新社会的建设者，创造者，带头的和骨干”。这些新人

应该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延安众多文艺思想发生碰撞之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出来

肃清问题、指明方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从中汲取营养，纷

纷响应号召，投身实践，造就如丁玲、周巍峙、吴溪如等大

量走在文艺前线的先进模范。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集聚“创

立工农兵文艺，历练文艺武器”思想的文艺典范作家，挥舞

文艺武器，播撒众多文艺种子，激发人民革命斗志，孕育了

一大批如：博古、李大钊等的先锋文艺战士。上述皆为从群

众中来再服务于群众的时代楷模。

四、结语

文化事关国运兴衰。延安时期，巨大的军事差异启示中

国人民必须手握文艺兵戈，伟大革命抗战的历史背景呐喊中，

文艺模范群像应势而生。在追求文艺救国的共同目标指引下，

汇聚全国先进文艺积极分子，凝聚文艺抗战统一战线的群体

合力。而这些文艺模范群像在赶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

化路径上，建构成一个相得益彰的革命“共同体”，推动延

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谱写中国文艺史上光辉绚丽的诗篇，

是谓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践行者和社会风尚指标的引领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言指：“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已然成为当今中国先锋文

艺者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应承当的时代责任，协同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伟力。文艺模范群像仅是延安众多群体中的典型之一，其

内部蕴藏的精神价值有着绝大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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