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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的乡村叙事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艺批评研究院  杨向荣 
 

    周立波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长于乡村书写的作家，他在文学创作的民间性以及对乡村文

学的题材开拓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周立

波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剖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影响，

可以为我们审视周立波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确立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性原则是“为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文艺批评的主

要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

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这和他在《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开头就论述的文艺要为工农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

务这一根本方向是一致的。文艺批评的方向主要是看作品究竟为谁服务，究竟对谁有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倡的文艺是革命的文艺，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文

艺，也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才能找到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只有这样

才能创造出人民群众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

料的矿床，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

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

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

过程”。文艺工作者首先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联系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投入群众活动中，

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亲身观察、体验、分析、总结，将自己作为群众的代言人，展现群众的

面貌和心理，赞扬、歌颂群众的劳动和斗争，以此去提高人民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

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性为本位，《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艺工作者、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以

此带动了革命文艺的发展。将文艺工作视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遵循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成

为周立波后来文学创作的主要思想源泉。 

    真正融入工农兵大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阐述了文武“两支军队”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文艺要融入

革命的伟大事业，必须打破文人内心深处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彻底将“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意识改造为工农兵”意识。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邀请鲁艺的同志谈话，周立波也在其中。与毛

泽东的谈话，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周立波夫人林蓝曾说：周立波首先是一名革命战士，然后才是

一位文艺家。”周扬也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周立波“首先是一个忠烈的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

家”。周立波正是以革命者和文艺家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周立波就开始主动融入农村，尝试真正接触农民。1941 年春，鲁

艺文学院的学员下乡实践，周立波也主动下乡，并创作了描写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牛》，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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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农村题材创作的初步尝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曾担任鲁艺文学部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

在这段时间，周立波写了《思想、生活和形式》后悔与前瞻》《谈思想感情的变化》秧歌的艺术

性》等文章，对自己的思想展开了自我批评。在《后悔与前瞻》中，周立波认为要写出真正的为

工农兵服务的好文章，应当“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中，周立

波写道：“在鲁艺教课期间，我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

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像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在这段时间，周立波对自己以前的文艺观进行了反思，并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强化文艺的“工

农兵”方向。1944 年 2 月，周立波担任《解放日报》主编，主要负责文艺副刊。为了更好地与

工农兵结合，周立波主动报名参加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随军南征。周立波相信，只有真正融

入工农兵大众，才能彻底改造自己，才能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周立波后来

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也正是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创作情结的反映。 

    凸显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周立波自觉用革命理念展开文学叙事，极力凸显文艺的民族

化与大众化。《暴风骤雨》也正是周立波主动到农村去，亲身参与土改运动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后

而产生的“乡村”叙事创作。 

    1946 年冬，东北地区开展土改运动，周立波参与其中，真正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土改的

亲身经历，使周立波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了更深刻认识。1947 年 5 月，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暴

风骤雨》。在创作《暴风骤雨》前夕，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土改的文件“五四指示”，以此来指导东

北农村的土改工作。当时周立波被派到东北农村担任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区委会委员。周立波

到东北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民间调研或乡村文学写作，而是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在《暴风骤雨》

中，周立波突出党的领导作用，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土地改革。可以说，《暴风骤雨》是周立波自

觉于革命文学与政治话语的一种努力。 

    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塑造了土改运动中的农民群像，如为了农民利益前后奔波的新农

民形象赵玉林，受旧思想影响立场不坚定但在党的教育下逐渐觉醒的老贫农形象老孙头。此外，

《暴风骤雨》使用了大量东北农村的方言，如“针尖对麦芒”“抱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土

帮土成墙，穷帮穷成王”等，在语言风格上有着鲜明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特点。作为反映东北土地

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源泉和语言风格均来自农村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说从

思想内容上和人物塑造上真正实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原则。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

而形成的一个文本，是通过“乡村”叙事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一次成功演练和实践。这种“乡村”

叙事模式即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留于周立波身上，甚至成为周立波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自

觉性话语叙述模式。1955 年，周立波回到湖南老家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创作了长篇小说《山

乡巨变》。《山乡巨变》运用益阳方言，创作了中间人形象“亭面糊”（盛佑亭），以及邓秀梅、盛

淑君为代表的农村新女性形象。不论是早期的《暴风骤雨》，还是后期的《山乡巨变》，周立波在

创作风格上有着内在一致性，即“乡村”叙事模式。 

    周立波是乡土叙事和农村题材书写的重要作家，他在努力反映农村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

转变的同时，更加注重现实人物的刻画和地域风情的描绘。周立波的文学实践，表明了当时延安

文艺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引导下所普遍产生的思想认同。从延安时期到新中

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直都深藏于周立波心间，成为引导他创作的重

要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