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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学界对“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期刊的外部考察；另一

类研究则选择从内部切入，借助对《人民文学》期刊的特定内容的考察，透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动向。然而，上述研究较少涉及对历史发生期的《人民文学》期刊的深度考察，更鲜少注意到《人民文

学》期刊作为文学观念生产者的文学史意义，而这也是未来针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研

究中有待挖掘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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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People’s Literature in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the exter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iodical, and the 
other is the intern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eople’s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ith the help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People’s Litera-
ture periodical. However, the above studies rarely involve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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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periodical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and even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literary his-
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eriodicals as a producer of literary concepts, which 
is also the academic growth point to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eriodical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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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对期刊的外部考察。这些研究或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透视期刊与

政治思潮的互动关系；或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如“百花时期”等切入)，探究《人民文学》在特定历史阶

段的活动情况，考察其与时代话语的互动情况。另一类研究则选择从内部切入，借助对《人民文学》期

刊的特定内容的考察，透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动向。本文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述评的基

础上，挖掘其中可能存在的研究空间，对其中存在的学术增长点进行探究。 

2. 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外部考察 

目前对于“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一定时期内《人民文学》期刊

的在作者队伍、作品内容、编辑策略、审美特征等方面的整体风貌进行考察，由此透视《人民文学》期

刊与政治思潮的互动关系。 

2.1. 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考察 

部分学者选择对整个“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进行宏观把握，在当代文学史的高度探究《人

民文学》期刊与时代政治的对话关系。 
涂光群在其著作《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2005)中以亲历者的身份对五十年来《人民文学》

办刊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刊登过的重要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作者通过对不同个案的具体

分析，具体呈现了《人民文学》期刊历任编辑的编辑策略，揭示了文学期刊与政治话语之间复杂而微妙

的纠葛[1]。 
吴俊、郭战涛等(2007)则将《人民文学》作为“国家文学”的一个标本，从中提取创刊、整顿、复刊、

重要作品及其批评等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经由历史细节和理论问题的具体分析途径，深刻阐释了国家文

学的不同演绎方式或形态，以及其中包含的诸多价值诉求，展现了文学与国家话语、政治权力之间的复

杂关联[2]。 
郁勤(2007)认为，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和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

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期刊在编辑思想、作品选择在此阶段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

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然而，《人民文学》与时代政治高度胶着的关系，也

注定了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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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强(2009)以《人民文学》期刊“生而权威”的身份为着眼点，由此生发出对“十七年”时期《人

民文学》期刊在不同阶段的组织、编辑、传播等文学生产的具体特征的阐释，并借由对“异端”文本的

生成机制和批评话语的考察，既折射出文学内部的话语竞争的复杂动态，也彰显了文学与时代话语密切

互动的关系，实现了对共和国文学建构历程的历史性回顾与学理性思考[4]。  
李新(2012)则认为，“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编辑们为了在作家、读者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达

到一种平衡，采取了多种编辑策略。梳理这其中的复杂关联，可以勾勒出“十七年”时期作家创作、编

辑采编与意识形态规训之间的复杂纠葛[5]。 

2.2. 对特定时间节点的《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研究 

在对较长时段的《人民文学》的宏观研究之外，也有一些学者结合历史背景，择取《人民文学》发

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点切入研究，以期探寻《人民文学》在某个特定时间节点的活动情况，

考察期刊与时代话语的互动关系。 
“百花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内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一段时期，尽管持续时间相对短暂，

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也在随后的政治浪潮中被彻底否定，但它仍对共和国文学的建构有着极为特

殊的意义。 
洪子诚(1998)在其著作《1956：百花时代》中指出，《人民文学》在“双百方针”的提出后积极响应，

刊载了一系列“干预生活”的创作，但这一编辑思想并未能得到长期的坚持，随即便在反右运动中受到

批判而被迫终止[6]。 
倪雪坤的《文学期刊与“百花时代”文学生态建构》(2018)在对“百花时期”的《人民文学》和《文

艺报》的编辑理念、栏目设置、稿件选择、作者与读者群体、理论与批评建设等方面进行考察后指出，

“百花时代”的文学生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百花文学精神为主要内涵，其形成、发展、高潮

与主流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实践的推动紧密相关。文学期刊感应时代精神，确定办刊理念及编辑实践，

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创作与接受的主体等方面对文学生态格局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7]。 
王秀涛则指出，《人民文学》在“百花时代”进行的的种种变革并不完全是政策使然，当时的编辑

对于稿件中长期存在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极为苦恼，作品质量始终不尽人意，因而变革在很大程度上

亦是期刊编辑们的主动选择[8]。 
“百花时期”短暂的宽松之后，各类政治批判运动纷至沓，文艺政策亦随之逐步收紧，与政治意识

形态相伴相生《人民文学》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面对日趋逼仄的政治氛围，《人民文学》被迫在重重

矛盾与挣扎中做出转型。考察这一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风貌，其实也是对期刊的精神姿态的还

原。《人民文学》的种种转变，暗示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微妙变化。 
李钧(2001)通过梳理 1958 年的《人民文学》在叙事策略上围绕着“破”与“立”做出的种种重要改

革，指出 50 年代末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9]。 
丁永全的《1964 年的〈人民文学〉》(2016)在对 1964 年《人民文学》的创作主体、办刊风貌、作品

内容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后指出，1964 年《人民文学》成呈现出的“工农兵文学”一株独秀的整体风貌，

昭示着这本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游离于国家权力与文学抱负的博弈之间的期刊最终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彻

底走向图解政治的歧路，刊物的文学性在政治话语的高度介入下被逐步消解，这种畸形的繁荣比之文学

的凋零更值得警醒[10]。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于《人民文学》期刊的整体研究更多导向对期刊的编辑策略的研究。

事实上，期刊的编辑策略不仅取决于编辑自身的文学观念，也取决于当时国家话语的要求，它往往是二

者彼此交融之后的结果。因此，对编辑策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期刊与时代政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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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这些研究对“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期刊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将这本

特殊的《文学期刊》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既丰富了对期刊本体的研究，也为读者提供了文

学史的另一个侧面。 
不过，从结论来看，研究者在阐述时更多将期刊置于被动地位，即侧重于对政治话语如何影响期刊

运作的论述。这样的结论仅仅是对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的简单概括，并未涉及期刊与其他更多的文学观

念之间的关系。而即使是对于文学的价值取向的问题，论者也往往将期刊视为观念的被动接受者，却忽

视了期刊作为生产主体在这一观念论题、以及其他更多观念论题中可能存在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既

往对《人民文学》的整体研究基本很少触及对文学观念的全面考察，即使涉及也仅仅是简单概括，并未

进行严格的史料论证，也缺乏对观念生产的具体过程的关注。 

3. 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内部研究 

除了对特定时期的《人民文学》期刊的生存境况、编辑策略、整体风貌等作宏观把握之外，也有学

者选择对《人民文学》期刊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内容

时，学者主要以头题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手法、读者来信、装帧插画和封面设计等要素为

切入点展开研究，以小见大，探究《人民文学》期刊与时代话语的复杂互动。 

3.1. 对头题作品的研究 

作为国家文学的权威载体，《人民文学》自创刊起即以刊登“示范性作品、指导性理论”为己任，

而发表于头版头条这一醒目位置的作品，更是象征着时代主流话语的吁请、彰显着编辑的编选理念，具

有高度的典范意义。因此，许多研究者以《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为研究对象，以此透视时代话语的风

云变幻和期刊编辑的编辑策略。 
李红强(2009)在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头题小说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对作家

群体的划分和作家创作的姿态进行探讨，勾勒出了“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文化取向的变化轨迹，

表明了《人民文学》在作家选择上密切配合时代政治话语的主流化倾向[4]。 
黄发有(2012)则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头条作品的内容、作者、主题等要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由此认定“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头条作品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十七年”时期《人民

文学》的编辑者也正是借助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组稿的手段，进一步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11]。 

3.2. 对一般作品的研究 

除了位置醒目、意义特殊的头题作品外，也有学者选择对期刊上的其他作品进行探究，通过对相关

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方法等要素的分析，对《人民文学》参与建构国家文学的具体路径进

行考察，揭示作为权威期刊的《人民文学》对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的践行。 
吕海琛(2007)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透视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叙事策略的转型情况，并指出《人民文学》在英雄形象的塑造方面选择了延续解放

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并通过之后的文学实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传播与强化[12]。 
董瑞兰、毛浩然的《〈人民文学〉(1949~1966)人物图像的广义修辞学分析》(2021)借助修辞学的相

关理论，对 1949~1966 年间《人民文学》涉及到的人物图像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这一时期内的《人

民文学》通过女性书写、空间叙事和主体精神三个修辞维度，参与了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13]。 
袁向东的(2010)则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在民族文学建设方面的具体策略及其文学史意

义进行了阐释。其论文《论〈人民文学〉建构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指出《人民文学》从创刊起就重视

民族文学建设问题，其上刊发的一系列民族文学作品，一方面丰富了刊物的文学性手段，另一方面也实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04


陈浩天 
 

 

DOI: 10.12677/jc.2024.123104 652 新闻传播科学 
 

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版图的建构，其建构方式体现了文学期刊与民族国家理论的相逆性，呈现着不同民族

间、不同体裁间、不同时段的不平衡性，并最终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14]；而论文《“让我们共同想

象吧!”——〈人民文学〉(1949~1966)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建设论》则指出“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

以发表民族文学作品、培养民族作家的方式，勾勒出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版图，为不同民族间的交

往提供了想象的平台。在此期间，《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新中国的现实为基础，主要

叙述因民族间交往而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共同体”关系，想象和展望民族间的交往给少数民族生活带来

的变化。而当时的文学环境和《人民文学》机关刊物的性质，是促使《人民文学》成为书写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一个重要因素[15]。 

3.3. 对“读者来信”的研究 

新中国文学延续解放区文艺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评价标准的大众化，特别注重人民群众的阅读反

馈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人民文学》自 1950 年第二卷第四期起即专设“读者

中来”栏目，专门用于刊发读者来信。这些读者来信部分来自真实的读者群体，反映着一般群众对文学

创作的评价、要求与看法；另一部分则是期刊编辑者有意建构的“代言人”，代表着编辑部的观点与呼

吁。诚如洪子诚所言，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人民群众”的权威力量，以读者批评为理论宣传保

驾护航。 
有鉴于此，王秀涛(2009)在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上“读者来信”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后

指出，“十七年”时期文学读者的接受与理解受当时文艺政策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而《人民文学》对读

者来信的刊登也是依循政治话语进行的有一定现实针对性的选择。“读者来信”固然可以作为文学史料

进行阐释，但在认定其可信度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读者与刊物背后隐形的操纵力量[16]。 

3.4. 对插图装帧、封面设计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之外，《人民文学》的插图选用、装帧设计同样体现着编辑理念和时代特征，因而也成

为了一种别具深意的文化象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郭战涛(2004)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封面插图的图像内容、艺术类型等要素进行了定

量分析，并据此对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编辑策略的变化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受设计的阶段性、

美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编辑的政治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封面

分期与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分期并不完全吻合，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含混性[17]。 
袁向东的《文学杂志的美术编辑思想——以〈人民文学〉为例》(2009)在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

学》封面、画页和插图的选择进行梳理与分析后指出，《人民文学》杂志对美术作品的重视体现了编辑

者对“书画同源”的传统艺术观念的承继。而在具体提题材的选择上，《人民文学》通过对民族题材的

插图作品的大量选刊，实现对民族文学的建构[18]。 
李明德(2010)通过分析“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呈现的文本内容、画页插图的审美特征的嬗变，

对《人民文学》审美特征的流变进行了爬梳。论文指出，尽管《人民文学》自创刊起就将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作为它的审美风格，但这种审美风格的具体内涵却是不断变化的。《人民文学》在审美风格上经历

了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演变。上述研究基本都择取较

长一段时间的《人民文学》期刊进行历史性研究，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阐释，重现《人民文学》在不同

历史语境中的“常”与“变”，以期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文学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19]。 
以上关于“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内容的研究虽然在切入点上有所差异，但其研究侧重

点基本在于文学期刊与政治话语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期刊对某些特定的观念话语的反映、实践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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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切入口虽小但却能触及 y 研究对象的纵深之处，以小见大，充分实现了对文学期刊的史料价值

的深度挖掘。不过，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在既往研究中较少关注《人民文学》上的评论文本，也

较少触及对当时的文学观念的全面、具体研究。部分研究尽管触及了某些观念论题，如主题题材、人物

形象等，有更多侧重于讨论《人民文学》期刊如何践行了主流话语的要求，而缺乏对于这些文学观念的

具体内涵、生成过程等研究，更缺少对于文学观念的生产机制的特征的考察。 

4. “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的研究展望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期刊本身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无论是

对其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还是对其内在因素的深入考察，既往的研究者都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考察。 
不过，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在研究的历史时段和历史层面的选择上呈现出了较高的趋同性，

而突破这种研究的趋同性，或许也是后续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首先，在历史时段的选择方面，目前

学界对历史发生期的《人民文学》的关注相对较少。选择对《人民文学》进行阶段性考察的学者往往采

用宏观把握的视角切入研究，力图勾勒《人民文学》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发展脉络，而很少有学者聚焦

于 1949~1953 年间的《人民文学》进行研究。而即使选择从特定的历史时间节点切入研究，也很少有学

者关注到两次文代会之于《人民文学》的特殊意义。其次，从结论来看，研究者在阐述时更多将期刊置

于被动地位，即侧重于对政治话语如何影响期刊运作的论述。这样的结论仅仅是对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

的简单概括，并未涉及期刊与其他更多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即使是对于文学的价值取向的问题，

论者也往往将期刊视为观念的被动接受者，却忽视了期刊作为生产主体在这一观念论题、以及其他更多

观念论题中可能存在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既往对《人民文学》的整体研究基本很少触及对文学观念

的全面考察，即使涉及也仅仅是简单概括，并未进行严格的史料论证，也缺乏对观念生产的具体过程的

关注。而在历史层面的选择上，学者在既往研究中较少触及对当时的文学观念的全面、具体研究。部分

研究尽管触及了某些观念论题，如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有更多侧重于讨论《人民文学》期刊如何践

行了主流话语的要求，而缺乏对于这些文学观念的具体内涵、生成过程等研究，更鲜少触及这些文学观

念的具体生产机制。 
事实上，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既是彼时时代的观念话语的载体，也是文学观念生产的主体。

它一方面以执行者的身份对文艺政策的相关要求进行实践，另一方面也以权威的身份参与着当代文学观

念的阐释与建构基于上述背景，后续的研究不妨以两次文代会之间(1949~1953)的《人民文学》为研究对

象，探究其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参与的具体的文学观念的生产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具体理由如下：(1) 在
时间节点的选择上，第一次文代会在总结解放和国统区文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新中国文艺的基本

方向。它的召开是一种国家行为，它包含着国家在文学观念上的主要倡导与规定；而第二次文代会则对

建国四年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总结，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未来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

这意味着文学观念生产的成熟化与制度化。因此，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包含着延续和新变的双重意义：

它一方面重新强调、继续倡扬了某些已有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对某些观念论题进行全新的阐释。因

此，两次文代会之间的四年可以新中国文艺建设者对“人民文艺”的积极建设与探索，而这一时期内的

文学观念的生产结果也自然是频繁、丰富的，而其中的经验或缺憾，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

响。因此，选择对这一时间段的文学观念的生产机制进行研究，有望得出具备一定学术价值的结论；(2) 在
材料选择上，《人民文学》是全国文协的直属机关刊物，其“生而权威”的身份注定了其上发生的观念

生产必定严格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其生产结果也必须满足文艺政策的“期待”。新中国文学观念

的生产必定是由国家话语主导的，而作为国家级期刊的《人民文学》显然是当时文学观念生产的一个重

要阵地。无论是其稿件选编、理论译介，还是批评往来、编读对话，都折射出编者对政策话语的读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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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导，因而都构成了观念生产的一个环节。作为文学观念生产的园地之一，《人民文学》的文学观念生

产活动是当时学观念生产的一个典型样例。它固然不足以代表当时文学观念生产活动的整体面貌，但作

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其观念生产活动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折射出当时文学观念生产的成就与缺憾，

为观照当代文学发生期的历史现场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据此，后续的研究不妨选择以两次文代会之间

(1949~1953)的《人民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观念生产的角度入手，梳理《人民文学》在此期间进行

的文学观念生产的具体内容，比照其与国家政策话语之间的关联性，并探究其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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