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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深切怀念何其芳  自觉学习何其芳&mdash;&mdash;在何其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的讲话（节选）　
　张  炯　　万州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同志的故乡。
　　今天能够在他的家乡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这不但是万州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文学界的一件盛事
！
何其芳同志从青年时代离开故乡到北京大学上学，后来到山东从事中学教学和文学创作，并以《画梦
录》荣获大公报文学奖而知名于文坛。
1938年他偕沙汀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他一改早期唯美诗风，写出给少男少女们《夜歌和白天的歌》，歌唱到延安的新生活、新情感，受到
全国广大青年的欢迎！
后来他又被派到重庆做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担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除了写诗，还撰
写了许多文学评论，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评论家。
解放战争中，他被派到前线，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
新中国建立后，他从马列学院调任当时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所长郑振铎筹建文学所。
郑先生因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工作繁忙，所以文学所的工作实际多由何其芳同志主持。
1956年文学所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
1959年郑振铎同志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何其芳同志就接任所长，一直到1977年去世。
他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这一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广泛罗聘人才，收购大量图书，健全科
研机构，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创办后来名满全国、影响及于全世界的重要刊物《文学评论》和《文学
遗产》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可谓殚精竭虑，献出了他后半生的大量心血。
他堪称文学研究所的模范所长和《文学评论》的模范主编。
他的形象和贡献，他的勤恳治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都永远活在文学所全体同志心里。
　　作为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何其芳同志还为发展我国的文学评论事业，为我国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著有多种文学评论集，《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则编辑了他建国后的文学评论，包括他宣传和纪
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多篇文章和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
他的《胜利的战斗的二十年》这篇长文，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二十周年而作，以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辩证地总结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成绩与偏差，既反左，也反右；既旗帜鲜明地驳
斥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主张，又批评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既
坚定地捍卫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时深刻地阐明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包括文艺的
真实性和典型性，艺术美的创造和艺术才能的存在，以及个人在艺术创造上的作用等，成为我国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发展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其中的观点，至今依然显示出真理的光辉！
　　何其芳同志曾经深入地研究了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并写出了三万多字的长文《论〈红
楼梦〉》，在我国红学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一部深刻之作
。
他在《论阿Q》等论文中所提出的&ldquo;典型共名&rdquo;说，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具有独到发现的
一家之言。
他所写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的文章，也充满真知灼见。
在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他组织安排所内研究人员编写《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中国现
代文学史》等著作，自己亲自参加讨论提纲，还不止一次对编写中国文学史问题发表讲话和文章，对
撰写这类著作的任务和原则，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
他领导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后来都被国家教育部颁定为大学文科教材，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他所主编的《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印行数十万册。
他所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为这篇序言修改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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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为我国文学界的殊荣和佳话！
毛泽东曾称赞何其芳同志办事&ldquo;认真&rdquo;。
　　何其芳同志不但是党的优秀干部和卓越的学术领导人，他还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的公仆。
&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中，他虽然受到冲击，被批斗过，他扫过厕所，到了五七干校，又让他喂
猪。
不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丝毫不苟！
&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后，他痛感失去的宝贵时间，急于恢复文学所的研究工作，亲自带领全所
人员打扫办公室和图书馆，筹划恢复《文学评论》杂志，还不分日夜地写作。
仅一年多时间里，他就新创作了诗歌十多首。
他还赶着写回忆录《毛泽东之歌》，回忆自己到延安后所受到的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和影响的过程，直
到他病入医院，临终前还催着要校阅这篇文稿的清样。
他对革命和文学事业的鞠躬尽瘁的精神，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为感动！
　　他是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正直真诚的人！
他是万州人民的好儿子，也是我国人民的好儿子和卓越的作家，在他生前，出版有文集六卷；在他身
后，编辑出版有全集八卷。
他的文集和全集，无疑是他留给我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后人珍视！
而他作为革命文学工作者的光辉榜样，也永远会为后人所铭记，并鼓舞后来者踏着他的足迹去继续为
革命和文学事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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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入研究何其芳，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可以更好地研究、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
规律和特殊现象，建构一个真正适合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茁壮成长的文学空间，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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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深入研究何其芳，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可以更好地研究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规
律和特殊现象，建构一个真正适合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茁壮成长的文学空间，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mdash;&mdash;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副所长 杨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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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其芳是20世纪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一代文学教育宗师和新中国文学的杰出领导者
。
他人们从小学而大学，皆一直在阅读他的作品，他是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华文化名人，其人其文已在世
界各地传播。
《百年中华何其芳》是2012年何其芳百年诞辰时召开的&ldquo;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
会&rdquo;的参会学者们的论文精选，论题多元、新见迭现，前沿性强，水平较高，因而对广大研究者
有明显参考价值，并可供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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