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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慧琳

延安的文学工作者那么多，相关的学校、师生那么
多，其文学活动必然非常多。延安文艺座谈会之产生，乃
是风云际会，势所必至，所以有其必然性。正是因为文艺
工作者高密度聚集、文艺生产鼎盛、文艺思想活跃，问题
和矛盾就集中暴露，从而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因而有了召
开会议深入探讨的必要。

延安的文学积累反映在载体上，就是书籍、刊物、报
纸、文件、档案等。

首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早已
妇孺皆知。当时的中央文件，关于座谈会的报道，《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报刊、小册子、宣传品、影
视资料等都是重要的文学史料。

其次是关于延安鲁艺。虽然称“鲁艺”，但其中文学
占很大比重。其名声也最大。例如徐懋庸就曾在鲁艺讲
鲁迅的小说。

三是延安“文协”，或边区文协。文协集聚了延安的
文学主力，领导了延安的文学活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其成员的成果，它本身也有不少史迹和记载，都是重
要的文学史料。

四是出版物。其中重要的如《解放日报》《解放周刊》
《新文字报》《边区群众报》等。《解放日报》虽然是党报，但
是其中也有文艺副刊，副刊主编先后是丁玲、舒群。

这里列举的还只是极少部分影响特别大的延安文
学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还有更多延安文学成
果、文学史料、文学遗址遗迹不胜枚举。总之，毫无疑
问的是，延安文学遍布延安的每个角落。从博物馆学视
角看，整座延安城，有着非常强烈、非常鲜明的延安文
学色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延安就是一座文
学博物馆城。

（作者系延安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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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文化
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
一页。在文学史上，“延安文学”已成为一个
专用名词，延安文学就特指1935年到1948年
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学现象。延安文学既然已
有如此涵盖，其深度和广度也足以形成史的
架构。那么，博物馆学就不能不关注其文博
特性，我们在考察延安的博物馆历史时，就不
能不关注到这一现象。

活动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文学”
应该是延安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
延安地区的文学活动才是整个根据地、解放
区和1949年7月以后中国文学体制及文学形
态的起源和生发点，而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
文学活动只不过是延安文学精神的延伸，并
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地域文化的色彩。

在文学史研究上，多数人主张“延安文
学”发生的时间和“延安时期”的开始时间及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时间一致，也即从1935年
10月 19日红军到达吴起镇至 1948年 3月 23
日毛泽东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为止。当然还有
多种不同分法，例如还有把中共中央进驻延
安的 1937年 1月作为“延安文学”的开始，或
者把“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
陕北保安的成立作为“延安文学”的开端，但
结束都以 1948年 3月为准。不过实际上，很
多文化人早先已经开始陆续离开延安，真正
的延安文学活跃时期应在 1937年到 1945年
左右，而以1940年到1943年为最高潮。

在文学史研究上，人们既然已经把延安
那一时期的文学现象给予专用名称，这表示
这一时期延安的文学活动已经成为广泛的、
重要的、对后世具有极大影响的历史现象，这
也就是博物馆所关注的范围，与之相关的历
史遗存就应当进入文博工作者的视野。也就
是说，“延安文学”应当作为延安历史研究、博
物馆学研究、文物研究的重要范畴。其内涵
不仅限于实物文物和物质文化遗产，还应当
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延安有一个
显著的特点，就是到处都可以发现文学的痕
迹。甚至可以说，有延安革命痕迹的地方就
有延安文学的痕迹。

“延安文学”1

在延安的古代历史上，文学并没有什么根基。虽然也
出过一些文人，例如杜甫。当然他并不是延安出生的人，
而是外来者。他除了在延安富县羌村住过一年多，写下了
《羌村三首》之外，还曾两度路过延安。另外，宋代范仲淹
和沈括都当过延州知州，但他们的主要成就都不是在延安
取得的。然而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1948年
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的13年间，这里聚集了大量革命
军人，同时也聚集了大量革命文人。这就使延安的文学色
彩迅速浓厚起来。

第一批文人自然就是随长征队伍到达延安的军人兼
文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诸多文人
武将。实际上，被称为“延安五老”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
哉、林伯渠、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本身也都是不折不扣
的文化人，都有大量的诗文作品存世。革命领袖们在延安
的文学活动，也给延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虽然以政治为基本活动
内容，但是其中也渗透着文学活动。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纯文学活动，二是渗透在政治活动中的文学因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人兼文人，在政治生活以外也有
纯文学活动，例如写一些诗词。在丁玲到延安后，毛泽东
就写了一首《临江仙》赠给她。其实很多领导人和将帅本
身也都是文化人，甚至是文学家。延安的窑洞里也留下了
很多文化和文学的痕迹。

从长征中走来的，除了能文能武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
将领外，更有一些纯粹的文人。最典型的如成仿吾，他原
本是创造社开创者之一，他也全程参加了长征，1937年任
陕北公学校长。还有李一氓也是创造社成员。另外还有
李伯钊，他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抗战中就创作了多部
剧本和长篇小说。还有著名书法家舒同，他在长征中已担
任一定职务。还有冯雪峰，他原本就是上海左翼新文化运
动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在瓦窑堡会议后不久离开了陕北，

当时中央机关还在瓦窑堡，延安文学氛围最浓的时候他并
不在延安。另外还有一些军中培养起来的文化人、文化教
员等，例如后来为《二万五千里》撰稿的童小鹏、刘忠、李雪
山等等。

第二批就是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先后从各地来到延安
的文化人。例如周扬、丁玲、萧军、周文等，这批人是延安文
学的主干。丁玲从1936年秋到达陕北后，很快融入延安的
文化氛围。她参加了《二万五千里》一书的编辑工作，自己
也不断创作。萧军虽然到达延安稍晚，但也是延安文学的
活跃分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的讨论引
起的。周扬则参加了“鲁艺”的发起，并开始在文艺理论上
不断深入，也是延安文学的重要核心。周文则主编了《边区
群众报》等报刊，还进行了民间文学的调查记录，把文学活
动与革命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还对边区的公文进行了改革，
可谓卓有成效。这一大批原来在上海等地从事左翼文学运
动的文学实力派，在延安时也不断有文学作品产生，也是

“延安文学”的创作主力军，成为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后
来有关延安文学的研究、争论，大多以他们为焦点。

然后是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的教师和学员
们。1936年至1938年期间，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从各地来
到延安的青年大约有数万人，其中不少是文学青年，也有
不少是成名作家。周扬就是1937年到延安的。这些文学
青年的文学活动对构成整个延安的文学氛围起了很大的
作用。

最后，还有一批是偶尔到延安访问的后方作家，例如
茅盾。他从1940年5月到10月在延安待了5个月。

还有不少在延安活动的文化人，虽然不以作家或文学
家身份出现，其实也有文学活动。包括很多艺术家。他们
的文学活动深入渗透到延安的各个层面，在延安留下了大
量足迹和文化遗迹。现在虽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收藏
门类，但确实也是延安各个博物馆、纪念馆的宝贵资源。

在延安时期，当年与文学活动有关的机构多得出乎人
们的想象。如果说要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的
作家们的活动遗址作为纪念地加以保护，那么延安的大量
旧址都是文学性纪念设施。

1936年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于1937年1月迁入延安
二道街。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8月任
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1939年3月，抗日
军政大学二大队改名为延安工人学校。1939年7月，陕北
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
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鲁艺师生组成华北
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吕骥任副院长。1939
年11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
生恢复鲁艺，院长为吴玉章，副院长为周扬。1940年后，鲁
艺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后来又在各地建立很多
分校，光是延安的学员就有好几千人。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正式开学典礼在陕
甘宁边区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王明担任校长，后
由李富春接任。有学员近500人，后发展到1000多人，其
中有知识分子、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等。1941年，中共中
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
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校址在原陕北公

学原址；1943年至1944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
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行政学院相继并入。
在这些学校里，很多都有文学艺术专业的设置，或与文学
相关相近的专业设置，也都属于文学机构的范畴。这些学
校的遗址遗迹也都有保留和研究的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学机构、社团活动遗址遗迹。除
了桥儿沟著名的“鲁艺”，还有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礼堂即
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学活动遗址。
1941年6月，边区文协迁驻延安城南新民村半山腰（今延安
市宝塔区二中北侧山上），旧址还在。1941年7月，“文协”
转换为“文抗”，同年8月25日，文抗由杨家岭原边区文协会
址迁往隔河相望的兰家坪。二道街有“抗大”旧址，王家坪
有女子大学，1942年5月1日，边区文协筹办的边区艺术干
部学校正式在桥儿沟成立，以培养边区艺术干部为宗旨。
延安城内和城北兰家坪、城南龙湾分别都有“文协”旧址，边
区文协在兰家坪和龙湾的旧址，现保留着部分土窑洞。

文协成立后，又先后成立了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
剧救亡协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
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机
构，这些机构大体上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但活动的遗迹
却是遍布延安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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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汇聚2

遗址遍地3

积淀丰厚4
▲ 周文夫妇和

小女儿七康在北京

▲ 丁玲在延安

◀ 鲁艺师生

▲ 毛泽东、刘少奇与鲁艺院长周扬在交谈 ▲ 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后排左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