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讲 文化事业的曲折发展 

 



一、“双百”方针与文化繁荣 

1．背景 

(1)文化事业万象更新。 

(2)社会主义建立，经济建设展开。 

(3)调动一切，迅速发展，迫切任务。 

文艺工作者工厂演出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经济建设逐步展开 



    现在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

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

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

代．有许多学说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

思想，让他们去说，不去于涉他们。在刊物上、

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 

史料解读 

    史料体现了“双百”方针的含义是什么？从根本

上反映了“双百”方针的实质是什么？ 



    史料体现了“双百”方针的含义是什么？

从根本上反映了“双百”方针的实质是什么？ 

    含义：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是指提倡和发扬文学

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是指

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和“鸣”，不能超出《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允许的范围。 

    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实质：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承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

的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格局。 



一、“双百”方针与文化繁荣 

1．背景 

2．提出：1956年毛泽东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 

3．内涵：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

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4．意义：建设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

的正确方针和根本保证。 

5．成就：文化事业繁荣 

   文学创作出现繁荣盛况    

   电影戏剧创作百花争艳 

 

毛泽东接见文艺工作者 



电影《上甘岭》 

话剧《茶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

主要特点是什么？ 

    内容上：“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

热情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方针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形式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

合，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出现第一次高峰。  

    文艺工作者热情讴歌不同时期的英雄人物，

真实地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历史原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二、“十年动乱”与文化凋零 

1．背景 

 (1)导火线：1965年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2)根本原因：“左”倾错误的发展。 

2．表现 

作品受批判，工作者受迫害；样板戏”一枝独秀。 

 

吴晗与《海瑞罢官》 



三、文化事业的繁荣 

1．背景： 

  (1)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文艺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 

2．表现 

   (1)文艺创作再现勃勃生机。 

   (2)文化艺术奖项的设立，推动了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参加三中全会 



“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的关系如何？ 

    (1)“双百”方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

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建设新中国科学文化

事业的正确方针和根本保证。 

    (2)“二为”方向概括了新时期文学艺术

发展的根本目的，符合文化艺术发展的规律。 

    (3)“二为”方向是“双百”方针的补充

和发展，为“双百”方针指导下的文化事业指

明了正确的方向。 



学习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哪两个高

峰期？简析产生这两个高峰期的主要原因。 

    两个高峰：一个是指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一个是指改革开放新时

期，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主要原因： 

    (1)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开始，党中央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促进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

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向，概括了社

会主义新时期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又一高

峰。 

    (3)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 



史料解读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这一方

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就会繁荣发

展。相反，如果背离“二为”方向，文艺事业就要受到

摧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 

  结合材料，探讨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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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6年，中国文化部召开了第一次
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后不仅许多
传统剧目经整理加工后重新上演，而且
这年秋天，北京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第一次上演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柔密政与幽雨叶》(当时的译名)。由
此可知，这次工作会议(  ) 
  A．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方针 
  B．旨在恢复传统的戏曲剧目 
  C．促进了文艺创作意识形态化 
  D．根除了“左”的文艺路线 



2、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红旗》等
党报党刊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的
主要舆论工具。而改革开放后，除了党报党
刊继续发挥主导宣传作用外，各种专业性、
娱乐性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这一
变化表明 
  A．党报党刊始终居于舆论主导地位 
  B．“双百”方针贯彻与否决定报刊业兴衰 
  C．人民大众的需求制约报刊内容变化 
  D．报刊业的发展与国内形势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