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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 

--《文學知識》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文學知識》，封面綠底，上題刊名：「文學知識」、「創刊號」及「1958」，

版權頁則與「播種文藝叢書」同置於封底，標示：「文學知識」、「月刊」、

「1/1958」、「1958 年 10 月 8 日」，編輯者：「文學知識編輯委員會」，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結合二者，明確知道是「創刊於 1958 年 10 月 8 日」。 

 

《文學知識》〈創刊的話〉，指出： 

這個刊物的任務，最主要的是幫助大家閱讀。……另一個重要的任務

是評論群眾創作。……此外，為了幫助大家更好的理解作品、欣賞作

品和更好的進行創作，介紹一些文學方面的基本知識，也是必要的。 

因為是「創刊」於 1958 年 10 月 8 日，至今是否持續發行？「文化大革命」期

間是否曾被迫停刊？現在是否仍使用「文學知識」這個刊名？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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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國和〈《文學知識》拔巴金「白旗」始末--〈大家來討論巴金作品〉專

欄針對兩個「三部曲」的討論〉，提及： 

《文學知識》雜誌 1958 年 10 月 8 日創刊，其時，由「北戴河會議」

所號召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已在全國迅猛開展。時勢使然，《文學

知識》在《創刊的話》中說：「為了在群眾的文學生活中拔白旗插紅旗，

樹立正確的閱讀方向，我們的刊物將努力作到，一，經常推薦好作品；

二，批判壞作品；三，隨時評論大家正在閱讀的作品。」有此表態，

它就成為「三刊兩校」拔巴金「白旗」的第二刊。「三刊」之首是《中

國青年》，此外還有《讀書》雜誌；「兩校」是北京師範大學和武漢師

範大學。1 

關於《文學知識》創刊時間與〈創刊的話〉，與館藏創刊號所見符合。據此可

以知道，《中國青年》、《文學知識》、《讀書》是當時拔巴金「白旗」的「三

刊」。是刊引用的《文學知識》僅到 1959 年 4 期。 

張永新〈「拔白旗」運動中的巴金作品「討論」〉，也提到： 

1958 年 5 月八大二次會議後，「拔白旗」運動在全國開展起來，大批

知識份子被作為「拔白旗」對象受到批判。10 月份開始，《中國青年》、

《文學知識》、《讀書》相繼開闢專欄，討論巴金解放前的作品。2 

所引用的《文學知識》資料，也僅到 1959 年 4 期。參照張氏又說：「對於巴金

這樣的新文學作家，激進左派極力試圖將其打壓下去，而文藝界高層卻

在暗中支持、保護巴金。首先開始批判巴金作品的《中國青年》雜誌後

來的表現也可以說明問題。雜誌首先刊發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是批判開

始不久之後，『《中國青年》雜誌已得到上面指示收縮這場批判。』」 3 

透過館藏幾種資料庫的檢索，未能得到有關《文學知識》發行的相關訊

息，雖查得《古典文學知識》、《文史知識》，刊名類似，但《古典文學知識》

創刊於 1986 年；《文史知識》創刊於 1981 年 1 月，宋振庭〈我歡呼《文史知

識》創刊(代發刊詞)〉記載，是屬於新創刊者，彼此無關連性。 

不知是否因為「《中國青年》屬共青團系統，《文學知識》與文學所關係

緊密」，「《中國青年》集中於分析批判，《文學知識》和《讀書》重點在於討

                                                 
1 見《黎明職業大學學報》2013 年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1-4。 
2 見《揚子江評論》，2017 年 1 期，頁 48-55。 
3 見《揚子江評論》，2017 年 1 期，頁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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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4等諸多因素，導致逐漸淡出，純屬揣測，姑先記之。 

壹、目錄 

館藏《文學知識》的〈創刊的話〉提出：「我們這個刊物將盡力介紹較有

代表性的作品；分析群眾創作的特色；討論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交流經

驗，促進和提高群眾的創作。」因此創刊號的〈目錄〉，分別立有：作品介紹

特輯、大家來討論巴金、文學常識講話、名著欣賞、文學信箱等專欄。。 

創刊號 

創刊的話……3 

文藝閱讀要大擂紅旗……楊海波 4 

從《母親》談作品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夏衍 6 

作品介紹特輯 

一部成功的新評書--讚《烈火金鋼》……王淑明 8 

談《烈火金鋼》裏的一個人物--肖飛……路坎 10 

讀《草原烽火》的一點感受……朱寨 12 

一顆共青團員的心--讀《波尼伍爾的心》……陳燊 14 

描寫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說--介紹《神秘島》……惕絳 16 

農村青年評《林海雪原》……吳敏之 17 

談少劍波和白茹……北京興平機械廠工人趙敬銘 18 

讀者對《百煉成鋼》的意見……作家出版社整理 19 

從《青春之歌》回憶當年……任繼愈 21 

讀《青春之歌》所想起的……齊香 22 

新詩話(一) ……何其芳 24 

《五子登科》的毒素……董衡巽 23 

大家來討論巴金作品 

過去起過革命作用、現在仍有積極意義……孫國華 26 

對青年只有害處沒有好處……楊敬 26 

文學常識講話 

一、為什麼要學點文學……蔡儀 28 

名著欣賞   

魯迅的《故鄉》……毛星 30 

                                                 
4 見《揚子江評論》，2017 年 1 期，頁 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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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信箱   

關於毛主席所引用的一首詩……友琴 27 

編後記……31 

江蘇邳縣農民畫(二幅) …… 6、9 

 

貳、創刊的話 

《文學知識》「創刊的話」，交待該刊發行的幾個任務：「幫助大家閱讀」，

「評論群眾創作」，「介紹一些文學方面的基本知識」。  

創刊的話  

文學，本來具有群眾性，最為群眾所喜愛，不但能閱讀的早就在閱讀了，

就是不能閱讀的，也都喜歡聽說書和看戲。解放以來，群眾的文化水平大大

提高了，特別是隨著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群眾性的讀書運動、創作運動蓬

勃地開展起來，因此對於閱讀和創作，大家就更加希望能多多交換意見。《文

學知識》的創刊，主要就是為大家開闢這樣一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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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刊物的任務，最主要的是幫助大家閱讀。這和大家的關係最密切。

而文學作品對人的立場和思想感情的影響又是很大的。為了在群眾的文學生

活中拔白旗插紅旗，樹立正確的閱讀方向，我們的刊物將努力作到：一、經

常推薦好作品；二、批判壞作品；三、隨時評論大家正在閱讀的作品。  

刊物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評論群眾創作。目前已掀起了文化革命高潮，

在文學製作方面也出現一個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大家所寫的作品，真是：

詩篇劇本堆成山，小說特寫要論擔。群眾成了文化的主人。勞動人民如此普

遍地用文學作品來表現自己，這是幾千年來從來没有過的。不難想像，新的

文學家、藝術家必定會在群眾中產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面前，我們這個刊

物將盡力介紹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群眾創作的特色；討論一些具有普遍

性的問題；交流經驗，促進和提高群眾的創作。  

此外，為了幫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作品、欣賞作品和更好的進行創作，介

紹一些文學方面的基本知識，也是必要的。刊物將在這方面作一些較有系統

性的講述，解答一些學習上的疑難問題。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發展和繁

榮文學藝術和學術的方針，我們的刊物也

要堅決執行這個方針。對許多作品，我們

希望大家經常來發表意見；對本刊所發表

的評論，也歡迎提出不同意見。對一些影

響較大，並有分歧看法的作品，我們打算

有重點地組織討論。  

這個刊物所發表的文章我們要求儘

量作到：短小通俗，生動活潑，希望作者

也協助我們作到這一點。  

我們也知道，要使刊物真正為勞動群

眾所喜愛，必須經過艱苦的努力。由於我

們在工作上缺乏經驗，一切還正在摸索，

因此，我們希望廣大的文學愛好者、文學

工作者經常督促我們，多提意見，多為它寫稿，共同來辦好這個刊物。  

參、編後記 

「編後記」首段強調「〈文藝閱讀要大插紅旗〉是一篇重要文章」，接著

預告「第二期是評論群眾創作的特輯」，最後是「向投稿的同志們說明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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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在這一期刊物裏，〈文藝閱讀要大插紅旗〉是一篇重要文章，作者楊海波

同志是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為本刊寫文章，我們在這

裏向他表示謝意。兩篇談《青春之歌》的文章，作者都是「一二九」時代在

北京的學生，現在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他們是以親身的經歷和感受來談《青

春之歌》的。〈新詩話〉和〈文學常識講話〉，都是連載性的文章。前者將連

載五、六期，後者約十期左右。作者們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以便再寫下去

的時候，能夠更切合大家的需要。  

本刊第二期是評論群眾創作的特輯；還

將有一組文章，幫助大家從思想上和藝術上

來學習毛主席的詩詞。  

創刊廣告剛登出後，出版社就轉給了我

們不少來信和來稿，對本刊提出許多希望。

讀者這樣熱情的關心和支持我們，使我們深

為感動，也大大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就創刊前我們所收到的稿件看，有一些

并不符合本刊的性質和需要，因此，在這裏

有必要向投稿的同志們說明幾點：1.本刊是

通俗的文學評論刊物，不包括創作。2.本刊

的基本內容，在〈創刊的話〉中已經說過了，

因此歡迎大家多就這些方面給我們寫稿。3.

希望來稿盡量寫得短小通俗，特別歡迎一千

字上下的短文章。4.本刊一般不刊登四千字

以上的稿件。來稿一概不退，請先自留底稿。

凡是兩個月內尚來接到採用通知的，作者可

以自行處理。5.來稿務請用稿紙抄寫清楚，

並在稿末寫明真實姓名和詳細的通訊地址。  

本刊由郵局統一發行，請讀者直接向當地郵局訂購。  

最後，希望大家經常來信告訴我們，你們那裏一般讀哪些作品，希望本

刊對哪一作品發表評論文章，你們自己在閱讀中有些什麼具體問題。以便使

本刊發表的文章更能結合你們的實際需要。此外，也希望經常寄來你們座談

某一作品或討論自己的創作時的意見記錄稿 (後者請附以原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