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82 

浅析抗战时期茅盾的教育实践活动 
庞海音 

（新疆大学文学院）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先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曾经先后在新疆迪化的新疆学院和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过短期的教
学工作，这两段教学经历给予茅盾先生两种迥然不同独特的文学地理体验和生命感受。本文通过梳理茅盾先生在抗战时期这两次教
育实践活动，试图以边缘视角和立场反观战时边疆的文艺诸多问题，同时更全面地展示茅盾先生抗战时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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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茅盾先生在抗战时期挈妇将雏，辗转多地，尤其是“西行”时期两
次特殊的教学经历：一次是在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迪化（乌鲁木齐）
的新疆学院，一次是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鲁艺。虽说都是在抗日战争
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但是，他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的遭遇，这些经历深深地影响了茅盾先生。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文
艺战士，一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先生，在抗日烽火中辗转南北，以笔
代枪，以教育培养革命的新生力量，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坚定地站在
抗日和民主运动的旗帜下，用拳拳之心身体力行实践了他的教育理
念，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支持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 
1933 年盛世才通过反动政变统治了新疆，他为了巩固独裁统治

伪装进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实行亲苏、联共的“六
大政策”，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
当时的新疆被视为除延安外比较进步的地区。 

1939 年 3 月中旬应盛世才的邀请，受民主进步人士杜重远先生
的鼓动，茅盾先生一家和张仲实先生来到新疆。当时的新疆，仅有
一所高等院校——新疆学院，其前身为杨增新建立的新疆俄文法政
专门学校。当时新疆学院校舍简陋，师资奇缺，茅盾先生满怀热情
积极投入教学改革中。除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外，他还受聘为
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承担教育系和政治经济系的教学任务，他为
全院同学开了“文艺思潮”通识课，专为教育系学生开设了“国防
教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在新疆学院“每周讲课达十七小时
之多”1。“而大半功课与文艺无关”。2 他备课认真，讲中国通史，
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自己动手编写讲义”“集政治经济史、社
会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之大成”3 ，从遗留下来的部分讲
义可见旁征博引、讲解生动，很受学生欢迎。 

茅盾还关心与支持新疆学院学生们的文化艺术活动，新疆学院
曾有反帝会学生会自办的《锻炼》壁报，但关注度不高，学生们强
烈要求办一份定期刊物《新芒》，院长杜重远转交“请沈雁冰、张
仲实两先生，关于编辑方向，从旁指导”，茅盾立即同意，并为该
刊创刊号撰写《五四运动之检讨》一文，使该刊在宣传马列主义、
动员抗日救亡、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疆学院
学生组织建立了“戏剧研究会”，茅盾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亲
自指导、帮助学生赵普林等创作了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初稿
完成后，茅盾亲自执笔修改定稿。该剧分两次发表在新疆学院院刊
《新芒》月刊上。该剧演出之后产生了轰动,为此，茅盾创作了《为
〈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的评论文章在《新疆日报》
予以热情推介。作为新疆第一部由在校生创作的大型抗战题材的话
剧，《新新疆进行曲》的创作和演出，对抗战时期新疆戏剧的创作
和话剧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茅盾特别重视培养新疆的各民族文
化干部，他为新疆军官学校高研班、新疆政治干部训练班、新疆文
化干部训练班等处讲课。1939 年，他通过文化协会发出通知，调查
全疆“所有之艺术天才的人士（不分族别、性别、职业、年龄）”，
“文化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有二百余人，包含十四个民族的文化骨
干，集中培训统一任用。开设了“表演艺术”、“戏剧概论”、“编剧”
等课程，并邀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授课，茅盾也亲自为学员们开设
“问题解答”课，他不时征求学员们的意见，经常鼓励学员们在课
堂上积极思考提问，尽量做到有问必答。遇到答疑时间不够，他就
带回家去写出答案，交给班代表，上课时他当场给予解答，并让学

生进行讨论，进行面对面的辅导。这种教学方法既能调动起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又有利于培养学生们探索、创新精神，深受学员们欢
迎。茅盾主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是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次开设的
有各民族学员的文艺专业的学习课堂，4 虽然只开了一期，但效果很
好，“学员们创作的《在原野上》《鸡毛信》等多幕剧，多次得以公
演”5。茅盾为开发新疆这块文化的处女地，为新疆培养各类专业人
材，呕心沥血。 

茅盾常对学生说“新疆地处抗战后方，有优越的学习条件，关
内不少地区大学生是在战争环境中读书，时时防备敌机空袭，停课、
迁校时有发生，人心不安定，读书条件很困难，但是他们克服一切
困难，努力读书；新疆学生有如此良好的学习条件，就应该比内地
学生学得更好。”6 他勉励学生们珍惜安宁的学习环境认真读书。在
短暂旅居新疆时期，茅盾除了笔耕不辍外，还积极参与一系列社会
活动，比如应邀为迪化爱好文学的青年做了关于他的著名长篇小说
《子夜》创作的演讲，指导渴望新文学的迪化青年进行文学创作。
该演讲稿最后以《〈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为题在《新疆日报》发
表。该文对于后人深入解读《子夜》这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多角
度研究茅盾的小说创作思想仍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 

茅盾领导新疆文化协会，设立了编译部、艺术部、研究部，还
在艺术部开设话剧、歌咏、漫画三个小组。为改变新疆封闭落后的
文化面貌，扫除文盲，普及文化教育，1939 年新疆省教育厅颁布新
的小学课程标准。为响应教育厅的号召，茅盾亲自编译了全套高、
初级小学教科书，“用汉、维、哈、蒙四种文字出版，共二百余册，
供全疆民族小学使用；还编了汉族学生学维语读本四册及读本之教
授法一册，民众学校汉文读本四册”7。这套教材当时在新疆发行量
很大，这类民族教育普及读本大大改善了全疆的少数民族的教育条
件。茅盾先生对教材改革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
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今天的教材编写工作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
义。 

茅盾是带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共产主义理想来到新疆的，
然而在风雨如晦的军阀专制统治下，他虽然兢兢业业努力干好每一
件事，竭尽所能推动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他看清了封建
军阀盛世才所谓“民主”、“革命”的假面具，认为盛世才实际上
是“中世纪式的专制、黑暗、卑劣的典型代表”8。在周恩来同志的
帮助下，1940 年 4 月，茅盾以母亲病故，回乡奔丧为名获准出疆。
他们刚离开，新疆的革命进步力量就受到了疯狂镇压，简直可以说
是虎口脱险啊！  

从 1939 年 3 月至 1940 年 5 月，茅盾在新疆前后停留只有一年
零一个多月，但他用实际行动和如枪的笔，为开垦新疆这块文化处
女地开辟“绿洲”尽了力，洒了汗，播下了革命文化的种子，也用
他文学巨匠的影响，推动了新疆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二、积极宣传延安文艺的大众化 
1940 年 5 月 14 日左右，茅盾先生从危机四伏的新疆，来到了

延安，受到了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及党
政军各机关及学校团体代表事先在延安南门外公路迎候，盛况空
前。延安文艺界为此举行了多次欢迎会、座谈会和茶话会。5 月 27
日晚，鲁艺师生登台表演了《黄河大合唱》，演出了京剧《陆文龙》，
表达他们对这位文学大师的热烈欢迎。对于在这个贫瘠的地方产生
出来的《黄河大合唱》，茅盾尤感兴趣。他说：“演奏十分美满，开
了我的眼界，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
服又难受。”9 

1940 年 5 月至 1940 年 10 月期间，茅盾在延安鲁艺和中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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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学，他每天除了接待一些文学青年的访问，回答他们一些问
题，最主要的工作是广泛地参加了解放区的文化活动、文艺活动以
及社会活动。茅盾应邀给延安各个单位做学术性的演讲、报告，指
导延安知识青年们的文艺创作。根据党中央的规定，鲁艺担负着建
设民族新文化和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的双重任务，课堂教学必须
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否则培养不出文艺专门人才。茅盾非常赞赏鲁
艺“把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同生活认识与革命经验密切
地联系配合起来”的教学方式。应鲁艺院长周扬之邀，茅盾为鲁艺
全校学生讲授《中国市民文学概论》。茅盾之所以选择这门课，因
为当时国统区文艺界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争论是最激烈的时期，也
是延安文艺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他的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四小时。
茅盾在课堂上通过分析中国市民文学不朽的代表作《水浒》《西游
记》和《红楼梦》，理清了中国市民文学的发展史。他讲课的内容
丰富生动，深入浅出。当时的延安鲁艺条件非常艰苦，学生们大多
是在露天听课，但是茅盾的授课仍然让学员们记忆犹新。关于讲课
的内容，原始的油印讲义已无法寻觅，据一些当时听过他讲课的老
学员回忆，茅盾后来发表在《中国文化》一卷五期上的《旧形式、
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是他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思考的结晶，
对于研究茅盾先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比较有价值的史料。 

在茅盾的眼中，鲁艺的学员虽然身世多式多样，为了民族之自
由解放从全国各地齐集“鲁艺”，克服了各种困难，以昂扬的激情
和乐观的心态将解放区的生活描绘成一副诗情画意。“鲁艺并不采
取‘填鸭式’的教学法，它是以学生自动研究、各自发挥其所长为
主体，而以教师的讲解指导为辅佐的”11。茅盾在鲁艺停留时期正
是鲁艺进行专门化、正规化改革的时期，文艺名家的讲座“是鲁艺
正规化之初的重要见证和象征。”12 

在居住条件很困难的条件下，鲁艺在东山桥儿沟给茅盾一家专
门提供了两孔窑洞，这种规格等同于中共领袖。另外由专人负责照
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延安集体吃大锅饭他们一家就允许自己开小
灶，站在他们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延安鲁艺的学生课间活动。“这是
一所虽然开办在窑洞里的、没有高楼深院的文艺学院，但却到处弥
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氛和新鲜、别致的艺术情调”13。茅盾短暂居于
鲁艺时期，通过教育紧密联系实际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茅盾在鲁艺度过了难得的平静而又惬意的四个月生活。他原打
算长期留在延安工作，并借此机会恢复他牵挂已久的党籍，但后来
周恩来同志电邀他去重庆工作，中央书记处认为他的社会威望高，
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留在党外工作对抗战事业更为有利，于是他
不得不重返国统区。但他把他的两个孩子留了下来，儿子沈霜送到
陕北公学学习；年仅 19 岁的女儿沈霞送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接
受人民群众的再教育。 

鲁艺领导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使鲁艺的教师队
伍不断壮大，“文抗”和部队作家、许多老革命家和社会工作者纷
纷来学院兼职授课，使鲁艺的教学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抗战时期
的延安，崭新而蓬勃向上，散发着诗意和芬芳。茅盾于 1940 年 12
月写作了歌颂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散文《风景谈》，不仅表
达了作者对黄土高原军民团结抗战精神的赞美，也表达了他对延安
新生活的向往。 

迪化和延安尽管是不同的地理空间，生活在这两个空间的人们
却有共同的抗日和革命目标：他们的思想有着一致之处，也有着不
同之处。茅盾先生在乱世中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为理念，将自
己的抗日热情充分发挥到教书育人上，殚精竭虑延续文化命脉，激
励学生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帮助大后方和解放区两地
的青年们构筑了民族抗战的精神长城。 

他虽过着四处流亡的生活，生活相当艰苦，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文学这一武器，以他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和锐利，写了大量的诗词、
时事评论、文艺评论、散文，杂忆。虽说“当时的时间和条件都不
允许他有充分的可能来酝酿和修润自己的作品，许多东西都是匆忙
写出，在报纸上发表的”，因而“作品的质量受到影响” 14 他自己在
《新疆风雨》中回忆道：“其实都是应酬性质的文章, 譬如遇到某个
重要纪念日, 人家找上门来，又出了个题目于情理无法推托的。虽
是‘应酬文章’，我并未以‘应酬’ 对待”15。在新疆时期的作品
虽然不是茅盾先生最值得称道的，但它们都蕴蓄着茅盾先生的文化

思想，是他心血的结晶，是他在抗战时期指导新疆新文化启蒙运动
和宣传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过在新疆学院和延安鲁艺的两段文化教育实践，茅盾先生对
国民党的伪善和残暴统治无比憎恨；而对解放区、对延安鲁艺则十
分热爱，充满深情。延安和陕北的一草一木及山山水水都深深地吸
引着他。1942 年，茅盾在重庆回顾自己的这两段经历时在《无题》
诗中写到： 

博天鹰隼困藩溷，拜月狐狸戴冕旈。 
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16 

这含意深沉的诗句，既包含了对盛世才的法西斯统治、逮捕共
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摧残革命文化的无比愤慨，和对那些头戴
冕旈的“拜月狐狸”的极端鄙视的情绪；又表达了作者对于失去了
自由的革命战士的无限崇敬、对延安的向往和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
国共产党衷心爱戴的感情。今天在新疆从事社会主义文艺教育工作
的不少当年亲聆茅盾教诲的同志，异口同声地称赞茅盾是“新疆各
民族现代文艺工作者的启蒙良师”17，“新疆各民族现代文艺园圃的
伟大园丁”18 

作为抗战时期唯一跨越两个区域从事教育活动的文学巨匠，茅
盾的这两段不同寻常的教学实践经历，既是他试图通过文化教育活
动实践他作为新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早期阶段改造社会的设想，实践
他作为革命文艺家潜在的经世济民的政治热情与社会责任感，确证
了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
是起到了极大的意义的。他“毫无保留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献身的精神”19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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