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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蒋光慈、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

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

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艾青、

聂绀弩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

品，成为上世纪 30 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

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

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

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

题材也进入了作家们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

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

和斗争。

1936 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

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

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

1942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

众结合。在同一个时期，延安的共产党人还发动整风运动和大

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全新的反

映共产党的理念的艺术作品。

1945 年中共七大准备召开之际，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

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延安的鲁迅艺术

学院的一些艺术家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 1940 年流传在晋

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传说，加工改编出了歌

剧《白毛女》。《白毛女》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

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

各个解放区。之后这出歌剧还在国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身在延安的女作家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

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1946 到

继歌剧《白毛女》后，故事又被改编成芭蕾舞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