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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与周扬》的作者盛夏历时十多年，广泛搜集尘封已久的历史文献和具有历史价值的人文史料
、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罹难者、殉道者、前驱者树立一座丰碑。

《毛泽东与周扬》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力求
做到重要的史实有把握、重要文献有依据、重要讲话有出处、重要引文有来源，并密切注意最新披露
的文献和新发现的史实，同时注意纠正与考据了一些流传的错误，与此回时也注意吸取了国内最新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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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建钢，笔名盛夏，作家、学者，著有《毛泽东与周扬》、《不可湮没的辉煌》、《民族·民间·民
俗》等多部著作，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多万字，被多所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和客座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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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高天滚滚寒流急
    毛泽东亲自发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周扬与胡风的论争
    一、毛泽东亲笔写下按语，定性“胡风反革命集团”
    二、历史的误会
    三、“三十万言书”扣上死结
    四、鲁迅精神的忠实继承者
    五、周扬与胡风理论上的两军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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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周扬被推上祭坛
    三、“文革”后复出，反思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四、周扬的理论建树与贡献
    五、突破禁区：探讨人性、人道主义
    六、周扬与胡乔木的论争
    七、周扬的悲剧
  第十四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人民的文艺
    一、毛泽东把周扬作为党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领导人
    二、中共中央对周扬一生的盖棺论定
    三、20世纪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历史轨迹
周扬同志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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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毛泽东是一位诗人气质的革命家，毛泽东与中国文学这个命题是应该包括毛泽东与文
学、毛泽东与文化名人、毛泽东与著名艺术家等方面，近来在国内外出版了一些相关著述，在海内外
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学者按文学发展的脉络，运用纪实的笔调，叙述了毛泽东接触、评价中国的文学作品，与现当代作
家的交往。
通过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有趣故事，展示了毛泽东广阔的文学涉猎，深厚的文学功底，超人的见识和眼
光，从而领略到毛泽东的领袖人格魅力与诗人气质。
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对《水浒传》、《三国演义》入迷，上自《诗经》、《楚辞》、诸子散文，下至鲁
迅、郭沫若，他无所不读，即使在井冈山、长征等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也仍在寻找、阅读文学。
不仅阅读，他还喜与作家交朋友，谈文学。
屈原、李白、曹雪芹、梁启超、鲁迅都是他所崇敬的文学家；萧三、郭沫若、柳亚子、瞿秋白、茅盾
都是他很早就结识的文友；在延安，他与周扬、丁玲、艾青、何其芳、老舍、萧军、陈学昭、欧阳山
、沙汀等一批作家结识。
在重庆谈判与新中国成立前后，他更是广交文友，与巴金、张恨水、曹禺、臧克家、曹靖华、徐迟、
袁水拍等许多作家探讨过各种文学问题。
毛泽东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都广泛涉猎，但对许多二三
流的作家并不很了解。
就体裁上来说，他集中读的主要是诗词、小说、散文这三个方面。
就诗词来说，他比较喜欢唐宋，其他各朝代感兴趣的作品也读一些；小说则集中在明清，其他各朝代
的偶尔读读；散文则多集中在唐宋以前，唐宋以后只偶尔读些。
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称颂他本人的诗
歌和小说，几乎可以说基本不读。
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毛泽东更喜欢古典文学，读《三国演义》、《红楼梦》几乎达到
了忘我的地步。
就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而言，毛泽东对于外国文学，都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仅读过《安娜·卡列
尼娜》、《红与黑》、《简爱》等少数几部长篇小说。
晚年时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连环画。
因此，毛泽东对外国文学并不熟悉。
这样，我们对毛泽东的文学生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党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知，几乎可以说是无人比拟。
毛泽东喜欢引用《诗经》中的诗，推荐枚乘的《七发》，推重贾谊，欣赏曹操，喜欢六朝小赋，最喜
欢李白，熟悉李贺，喜欢杜牧的七绝，而对杜甫的态度，远不及他对三李的推崇（李白、李贺、李商
隐）。
这是在党内和知识界都早已传开了的。
毛泽东对历代文学家的评价更是独具眼光，他不在乎这些文学家在文学史上是否有定评，除了毛泽东
的诗人气质，更多的是政治家的眼光。
他评价王勃“高才博学”；评价苏轼“东坡是大家”，称王安石“文章亦傲睨汉唐”，推高启为“明
朝最伟大的诗人”。
他对《容斋随笔》的喜爱，可以说是书不离身，每次外出都要带在身边，而他对《红楼梦》更是推崇
：“要看五遍，把它当历史读，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毛泽东与现代文学
家们交往中的有趣故事，有的真是起到救人一命的作用。
如1959年郭小川因发表《望星空》一诗受到批判，毛泽东在看过郭小川的诗后说：“此人不愧为马列
学院的学生，不愧为三五九旅的战士⋯⋯应该给这位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以公民、
党员、老战士的绝对自由。
”此后文艺界立即停止了对郭小川的批判；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批斗游街、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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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可巧的是毛泽东想读一本《拿破仑论》却又无中文本。
萧乾从劳改队抽调回北京，牵头为毛泽东译书；秦牧在戏剧性地几乎成为右派时，下放劳动中写了一
篇《迁坟记》，正巧毛泽东看到，毛泽东赞其为“马列主义者”，秦牧因此而免遭噩运。
这类鲜为人知的故事还很多。
更是无一不体现毛泽东的诗人与领袖人格的魅力。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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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毛泽东是我一生敬仰的革命领袖，我祖籍湖南湘潭，成长的经历中对毛泽东的敬仰与生俱来，无论是
上小学还是上中学；无论是入团还是入党，第一件事就是去韶山毛泽东的故居瞻仰。
我的老家离毛泽东的故居很近，对毛泽东的热爱和敬仰融入血液、刻入骨髓。
周扬是从湖南走出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
阐释者、执行者。
本书以毛泽东与周扬的交往为视点，来宏观反映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风雨历程，并以此书纪念毛泽东
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毛泽东与周扬》是写作计划中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与文艺战线》“毛泽东三部曲”
之一。
本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和文化编辑室的领导以及责任编辑李惠老师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
动。
2008年书稿交由人民出版社后，在李惠老师“学术著作要大众化”的思路指导下，对原书稿进行了脱
胎换骨式的整体解构与重新整合，由原来的单篇论文集改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简史的体例，提高了书稿
的质量和可读性。
当我得知这部书稿先后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同意
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稿时，十分激动，感慨万千！
此书写作历时10年，终于付梓出版，禁不住潸然泪下。
几年来，在李惠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多方为我搜寻并提供最新的参考文献，我
一生心存感念。
没有她的扶持，没有她的眼光、学识和坚持，就没有这部书的出版。
2009年，书稿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审读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作者依据专家的意见，对重要引文都进行了校对、订正。
2010年，书稿再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有关专家认为书稿“勾勒了周扬等一批文化人同毛泽东
、鲁迅之间的交往，材料较为丰富，描写较为客观。
”但指出书稿在内容设置等方面有较多重复，作者再次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2011年2月，书稿正式进入出版程序，责任编辑李惠老师针对书稿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才使
本书呈现出目前的面貌。
《毛泽东与周扬》一书十分注意吸收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参考的文献已列书后），特别感谢陈
晋、张炯、张树德、张俊才、乐黛云、程光炜、温儒敏、顾骧、朱辉军、支克坚、叶凯、周景雷、林
贤治、李辉、柏定国、徐庆全、杨桂欣等百多位专家、学者、教授的著作，可以说，本书是在吸收了
这些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的。
我对他们心怀敬畏，心存感念。
10年来，为写作本书，整理的文献资料装满了好几个箱子，写作的手稿叠放一起高达三尺盈余，修改
的打印稿十多本。
在此，对所有关心本书写作、出版的朋友和帮助过我的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者  盛夏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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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与周扬》是一部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文艺思潮史为背景，以文艺界高层人物命运为切
入点，忠实记录新中国文艺界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纪实性作品。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史的特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与发展，是文艺与政治的结合，文艺是20世纪下半叶政治的晴雨表。
《毛泽东与周扬》理性地审视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坛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从“胡风反革命集团”
、“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案到“文革”中周扬一案，解读了周扬等文艺界高层人物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思想与情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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