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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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學習》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文藝學習》的封面，上為魯迅像，1其下依序題：「文藝學習」、「創

刊號」、「一九五四年四月」。「版權頁」與「目次」同置一頁，標示：「文藝學

習」、「月刊」、「創刊號」、「總第一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版」、「編

輯者：中 國 作 家 協 會  

文 藝 學 習 編 輯 部 」，較特殊的是，封底的廣告頁，左側由上至下依序列出：「北

京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期刊登記證出期字第一五九號」、「預訂處：全

國各地郵電局、所」、「全國各地新華書店」、「本刊每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出版」、

「零售每冊一千六百元」。可知是創刊於「1954 年 4 月 27 日」，且每月 27 日

在北京出版，而且每冊售價為 1600 元，或可留意當時的幣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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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董瑞蘭〈《文藝學習》的創刊與停刊〉說：「封面魯迅像一幅，插圖〈藥〉三幅，

莎士比亞像一幅」，認為：「從內容上看，重點是把魯迅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介紹給讀

者」。見《出版史料》2008 年第 2 期，頁 86~89。 
2 據「維基百科」的「人民幣」條記載，由於第一套人民幣面值過大，而且版別繁多。

1955 年 2 月 17 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從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實行。

新幣 1 元等於舊幣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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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學習》〈發刊詞〉說： 

本刊是一個普及刊物。它的任務主要是向廣大青年群眾進行文學教

育，普及文學的基本知識，提高群眾的文學欣賞和寫作能力，並為我

國的文學隊伍培養後備力量。……本刊創刊以前，已經收到五千多封

來稿和來信。 

據此，知《文藝學習》在創刊前就用了許多的準備工夫，尤其是收入胡耀邦 3〈文

藝作品是青年的老師和朋友〉，提及：「刊物的編者要我在創刊號上寫篇文章，

對青年談談閱讀文藝作品有些什麼好處。」亦可知中國作家協會與政府間的

關係。 4 

1954 年創刊的《文藝學習》，現今是否持續發行，「文化大革命」期間是

否有被迫停刊的命運呢？董瑞蘭〈《文藝學習》的創刊與停刊〉首段即提出令

人驚訝的事：「在 1950 年代的中國文壇上，《文藝學習》(月刊)是與《人民文

學》、《文藝報》以及 50 年代後期《詩刊》等刊物齊名的一份重要的文學刊物，

在文學愛好者和青年中曾產生過極大的影響。1954 年創刊首期印數即超過十

萬，最高發行量竟達三十餘萬冊。然而，它僅僅『存活』了三年半！」5有「三

十餘萬冊」的發行量，何以僅「存活三年半」--亦即從 1954 年 4 月到 1957 年

12 月，難道是「零售 1600 元」的單價？或有其它因素呢？ 

董瑞蘭〈《文藝學習》的創刊與停刊〉以「停刊『遭遇』--與政治的關係」

為章節標題說： 

《文藝學習》的宗旨是輔導新中國青年的文藝學習和文學創作，刊物

明確定位於全面提高青年在古今中外文藝方面的綜合修養。然而，大

約從 1955 年 1 月開始，《文藝學習》出於各種各樣情勢的催迫，卻有

意無意地參與到與中國當代政治激進變革緊密相關的各種文學論爭之

中，並試圖在主流意識形態的宏大喧囂中擁有自己的聲音。其結果卻

是被捲進旋渦而被迫停刊，成為激進政治時代的「犧牲品」。 

                                                 
3 按，董瑞蘭〈《文藝學習》的創刊與停刊〉記載，胡耀邦當時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

見《出版史料》2008 年第 2 期，頁 86~89。 
4 按，董瑞蘭〈《文藝學習》的創刊與停刊〉記載：「韋君宜擔任《文藝學習》主編之前

是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黃秋耘編《文藝學習》之

前擔任新華社福建分社的代理社長；蕭殷，時任文學講習所副所長兼中國作協青年

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曾任當時《文藝報》編委。」見《出版史料》2008 年第 2 期，

頁 86~89。 
5 見《出版史料》2008 年第 2 期，頁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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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藝學習》的主編韋君宜曾回憶，《文藝學習》因「政治」被迫停刊，

相關人員受到「處分」。並引《人民文學》1958 年 1 月(總第 98 期)刊登《編者

的話》：「為著集中力量辦好刊物，作家協會書記處作出決定，從今年一月起，

《文藝學習》和《人民文學》合併，《文藝學習》同時宣告停刊。」結尾表示：

「這個刊物就這樣在 1957 年底轟轟烈烈的「反右」大潮中悄然淹沒。」 6 

壹、目錄 

館藏《文藝學習》〈發刊詞〉，提出是「普及刊物」，其任務有：「幫助讀

者正確地閱讀、欣賞、理解作品」，提供「一些關於我國和外國古典文學的知

識」、「關於寫作的知識」、「文藝科學的知識」等，因此，〈目錄〉上有：文學

評論或政論性文章，讀者來信述評、問題討論，文學知識，新苗，我們的文

學生活，畫頁、插圖等主題內容。 

目錄 

發刊詞……(三) 

文藝作品是青年的老師和朋友……胡耀邦(四) 

「藥」……馮雪峯(五) 

附：魯迅「藥」 

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親！」……臧克家(一一) 

附：郭沫若「地球，我的母親！」 

英勇的勞動和集體的功勳……賈霽(一四) 

「上甘嶺」英雄們的事蹟感染和教育著我們……張立雲(一八) 

漫談怎樣讀文藝作品(讀者來信述評) ……韋君宜(二一) 

作品內容與自己生活沒有直接關係讀了有什麼用(問題討論) ……(二四〉文藝

學習講座 

                                                 
6 參見董瑞蘭〈《文藝學習》的創刊與停刊〉，收入《出版史料》2008 年第 2 期，頁 86~89。

該篇兩次提及「韋君宜〈憶《文藝學習》〉，《文藝學習》1986 年第 1 期」，「《文藝學

習》1986 年第 1 期黃秋耘在〈《文藝學習》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鄭榮來〈我與《文

藝學習》〉提及：「而因『反右』停刊的《文藝學習》」，後來曾任當時「《文藝學習》

編委李庚」，「有讓《文藝學習》復刊的計畫」。於「1985 年歲末，他正式要我開始籌

備工作」，決定將「復刊號的第一期定在 1986 年 7 月」出刊，但「1989 年 5 月，我

應召回到《人民日報》重操舊業，主編海外版文藝副刊。此後，《文藝學習》主編仍

然掛著我的名字，直到這年的最後一期」。總結說：「韋君宜主編《文藝學習》3 年，

我編輯同名刊物也是 3 年。其後由他人接手，續辦了兩年多，刊名從此消失，年僅 5

歲，可謂之殤。爾後兩易其名，亦未見興旺。其艱難情狀，當事人自知。」見《群

言》2013 年第 3 期，頁 32~34。可得刊物創刊、復刊及停刊的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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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學習面的狹窄……鄭震(二〇) 

不要急於寫長篇……宗瑞(二五) 

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文學知識) ……穆木天(二六) 

詩與感情……艾青(三〇) 

我和生活手冊……鄧友梅(三二) 

談唐克新同志的「我的師傅」……柯藍(三四) 

新苗 

我的師傅……唐克新(三五) 

新來的同志……周丹(三八) 

春節之夜……侯田傑(四〇) 

我們的文學生活 

讀「保價郵包」……張岱(四一) 

「北大詩社」的活動……小牧(四一) 

天津棉紡五廠的朗讀會……王哲(四二) 

寄給應徵本刊通訊員的同志們……編輯部(四二) 

畫頁：搬進新房裏……(劉迅解說) ……蘇聯 A•拉克奧諾夫 

「藥」插圖三幅……艾中信 

莎士比亞像……馬克 

封面設計……劉建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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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刊詞 

《文藝學習》「發刊詞」，認為：「廣大青年在閱讀和寫作中，是常常有些

問題需要解決的。」遇到疑難，「如不經解釋、分析，就不能順利地接受和正

確地理解。」「練習寫作的青年，如果得不到指導，摸索不到正確的寫作道路，

也會減低寫作的信心。」指出：「本刊就是適應廣大青年這一需要而創辦的。」 

發刊詞  

「文藝學習」和讀者見面了。  

全國解放以來，我國青年獲得了廣泛接觸文學作品的機會，文學的愛好

者是大大地增多了。優秀的文學作品不是成萬部，而是成十萬成百萬部地印

行。經常閱讀文學作品的，已經不是限於一些文學青年，而是廣大的工人、

戰士、學生以及在財經、政法、文教等等系統中的工作人員。他們大多數人

是以嚴肅的態度去閱讀文學作品的。他們不是為了消遣，而是迫切地想從文

學作品中去認識生活的真理，去得到可以作為自己生活指針的東西。其中還

有很多青年，為我們祖國沸騰著的現實生活所激動，想用筆把感人的生活描

寫出來。他們抱著極大的熱情希望將來能參加文學隊伍，以文學武器為祖國

的建設，為勞動人民服務。有些工廠、部隊、學校、機關時常舉行著優秀作

品的報告會、討論會、朗讀會，大大地活躍了群眾的文化生活，提高了群眾

的文學修養。這都是值得欣喜的情況。  

今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日益提高，

青年文學愛好者的人數，必然還會日漸增多。但，廣大青年在閱讀和寫作中，

是常常有些問題需要解決的。大家閱讀文學作品，尤其是閱讀一些時代較遠，

內容較為複雜的作品，時常會遇到疑難；如不經解釋、分析，就不能順利地

接受和正確地理解。這樣就會限制了閱讀範圍，降低了欣賞興趣，縮小文學

教育的作用。同時，一些練習寫作的青年，如果得不到指導，摸索不到正確

的寫作道路，也會減低寫作的信心。廣大的文學愛好者，是我國文學事業繁

榮的深厚的基礎，也是我們文學隊伍的後備力量。他們不論在閱讀和寫作方

面，都迫切要求幫助和指導，本刊就是適應廣大青年這一需要而創辦的。  

本刊是一個普及刊物。它的任務主要是向廣大青年群眾進行文學教育，

普及文學的基本知識，提高群眾的文學欣賞和寫作能力，並為我國的文學隊

伍培養後備力量。為了實現這些任務，我們將努力做如下一些工作：  

幫助讀者正確地閱讀、欣賞、理解作品，更深刻地領會作品的思想內容，

通過作品更好地認識生活，更多地獲得教育。對於那些需要一定的準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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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理解的作品，提供一些必需的知識。  

提供一些關於我國和外國古典文學的知識，以幫助讀者逐漸對於人民的

文化傳統獲得正確的瞭解，在更寬闊的範圍內提高文化教養。  

提供一些關於寫作的知識，介紹一些創作經驗，發表一些較好的反映現

實生活的習作，幫助培育文藝的新苗。  

提供一些文藝科學的知識。  

經常評論、答覆一些讀者們所關心的文學閱讀、寫作方面的問題；對於

具有較大普遍性的問題，將組織大家進行討論。  

報導群眾的文學活動情況，發表讀者學習文學作品的心得和體會。  

鑒於廣大讀者的要求，刊物將以輔助閱讀作品為主，在輔助閱讀的範圍

中又以現代作品為主，兼顧其他作品，也兼顧寫作的輔導。  

本刊創刊以前，已經收到五千多封來稿和來信。我們為了我國青年對於

入民的文學藝術的高度熱情而深深感動，同時又很惶悚，唯恐有負讀者的期

望。本刊是屬於讀者群眾的，只有在大家的支持下才能辦得好。希望大家把自

己心裏的問題提出來；把自己學習的心得寫出來；經常告訴我們你們那裏的文

學活動情況，並把你們的作品寄來。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來把刊物辦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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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寄給應徵本刊通訊員的同志們及文藝作品是青年的老師和朋友 

《文藝學習》沒有〈編後記〉，但有〈寄給應徵本刊通訊員的同志們〉以

及胡耀邦〈文藝作品是青年的老師和朋友〉兩篇。前者性質類似編後記與稿

約，說明：「處理選聘通訊員的工作」、「少數讀者對於通訊員的任務認識不夠

清楚」、「應徵通訊員的試稿如何處理的問題」、「歡迎那類稿件」、「能不能幫

助批改」等事；後者則是「對青年談談閱讀文藝作品有些什麼好處」。 

寄給應徵本刊通訊員的同志們  

親愛的同志們： 

「文藝學習」徵聘通訊員的啟事發表後，我們立即得到你們熱烈的響應

和支持。應徵信件每日幾十封、幾百封地送到編輯部來，截至四月十日為止，

我們已收到五千封應徵信和來稿。這些信件來自偉大祖國的各個地方，來自

大小城鎮，來自工廠、學校、部隊、農村，來自不同的工作崗位。每封信都

充溢著無限的熱情，每封信都寄托著殷切的期望。有的附著獻詩，有的附著

賀詞，有的把自己的照片和心愛的美麗圖片也寄來了。大家都認為「文藝學

習」的出版是黨和政府和作家們對青年內心願望的關懷，深深感到生長在毛

澤東時代是幸福的。許多信件寫滿了寶貴的意見，從刊物的內容、編排、封

面、裝幀、開本直到頁碼，都提出不少新穎的創造性的建議。許多反映情況

的稿件寫得具體生動，並提出自己的看法。最使我們感動的是許多讀者的謙

虛、誠懇的態度，有的說「讓我在辦好這個群眾性的刊物的工作中，起一個

螺絲釘的作用吧」， 有的說「假如我不能擔任刊物的通訊員，我將要做你們

忠實的讀者」，「保證以後經常反映文藝活動情況及群眾的意見與要求」。這些

信件充分反映了我國青年可貴的政治熱情和對祖國文學藝術專業的熱愛。 

我們編輯部的工作同志，從接到第一封應徵信時開始，便以高度的熱情

和嚴肅的態度來處理選聘通訊員的工作了。處理意見已隨時分別通知每個應

徵者。但由於人少信多，我們未能具體回答許多讀者所提的問題，我們的工

作中也有許多疏忽和缺點。現在我們的刊物出版了，徵聘通訊員工作要告一

個結束。我們懷著感激的心情，想向親愛的同志們說明一些大家想要知道的

事情，並再一次地表示我們對於你們支持和協助徵聘通訊員工作的謝意！ 

少數讀者對於通訊員的任務認識不夠清楚，認為通訊員可以比別人多學

習些東西，因未被聘為通訊員感覺難過。有的提出「不是通訊員是否可以反

映情況和投稿」，有的提出「我為什麼不被錄取」等問題。應該向同志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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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的任務是幫助刊物向群眾了解閱讀和寫作情況及完成刊物要求他們協

助的工作。通訊員工作完全是盡義務的，並不是一種學習組織。我們的刊物

本身就是幫助所有的讀者來學習的。本來每個讀著都是刊物的通訊者，所以

特別聘定一些通訊員，只是為著工作上的便利，把一定地區的通訊關係比較

固定起來，有一定任務時可以由他們去完成。這並不取消每個讀者與自己的

刊物經常直接聯繫的權利和義務。我們的刊物是青年自己的刊物，它是永遠

歡迎讀者反映情況，提供意見，投寄稿件的。至於「為什麼不被錄取」，首先

應該說明，許多同志不被錄取並不都是因為試稿文字水平較差。我們選聘時

是根據許多具體條件來考慮的。例如有些同志還住在醫院中療養，應該照顧

他的健康；有些中學同學年齡較小，應該照顧他的學業；有些同志已擔任許

多刊物的通訊員，或很多其他的社會活動，應該照顧他的工作；還有些同志

自己很愛文學，但聯繫群眾較少；……像具有這些情況之一的同志，我們就

暫時不聘為通訊員。也有些地區、城鎮、單位，應徵者很多，但我們只計劃

在那裏設一個或幾個通訊員，便只好在其中選聘比較合適的來擔任。我們希

望同志們能夠諒解。 

還有應徵通訊員的試稿如何處理的問題。由於徵聘啟事中有「試稿被採

用者……」字句，有些同志把「被採用」誤會為稿子將在刊物發表的意思。

應該向親愛的同志們說明：應徵通訊員的試稿被採用、即指被聘為本刊通訊

員，並不意味著稿件要在刊物上發表。有些應徵者雖未被聘為通訊員，稿件

適於發表的，我們也可能擇優發表。所有的應徵通訊員的試稿，除了少數已

退還外，大部分我們都準備留作參考了。這些稿件對於本刊今後的內容是很

有意義的。例如，反映情況、提出問題的稿件，我們整理出普遍性的問題以

後，便可陸續組織文章討論。這樣的文章就會比較切合實際，更多地滿足大

家的要求。一些散文、詩歌稿件，經過研究，尋出共同的優缺點，綜合述評。

這樣的文章使習作者更能得到啟發。我們對試稿如此處理的辦法，請同志們

給予贊助。 

還有些讀者問：「今後你們歡迎那類稿件？」親愛的同志們，應該向你們

說明：本刊的大致面貌你們已經看到了，內容在發刊詞中也有了簡要的介紹。

今後我們特別歡迎你們投寫一些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反映工廠、農村、部

隊、學校青年生活的創作，如：小說、詩歌、特寫、報告……最好不超過五

千字，擇優在「新苗」欄內發表；也歡迎群眾業餘文學活動情況、經驗的報

導，讀書的心得感想，……最好不超過兩千字，擇要在「我們的文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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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中發表；此外對於閱讀、寫作中所存在的問題的短論、雜文……不超過兩

千字，可在「『文藝學習』談座」中刊登； 至於學習、工作、生活中的點滴

心得、感想，可寫成三五百字的精悍小品，登在「隨感」欄中；刊物不定期

組織的問題討論、徵文、筆談等，更希望大家踴躍參加。投寄稿件，一定要

寫清通訊處和真實姓名；不要兩面寫；不必貼郵票，郵費由本刊總付。 

 

還有些讀者問：「我準備經常投寄習作，你們能不能幫助批改？」親愛的

同志，應該說明：我們還不可能滿足你們的希望。輔導寫作是本刊的任務之

一，但輔導的方式不能像語文教師那樣對於每一個人都進行個別指導，逐篇

批改。我們的方式一般地只能固定綜合習作中的問題，寫成指導性的文章來

幫助讀者提高寫作能力。每一個讀者都能想像到，一個刊物的讀者成千上萬，

編輯部是絕對沒有力量把每篇來稿都加以批改或提出具體意見的。事實上，

許多來稿裏面的問題是共同的，把這些問題仔細研究後寫出文章，將比給每

一篇來稿提一些簡單意見，要對讀者的幫助大。因此，我們只能把讀者來稿

分開情況處理：一般稿件不退還，但審閱後將處理意見通知作者；如果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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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要退還的，還是退還。五千字以上的長稿，或較有特色的稿子，不發表

者退還作者，但不一定篇篇都提出具體意見；有些稿件存在著個別問題，在

討論寫作的文章中不一定會談到的，我們也準備個別提出共體意見；須經修

改才能發表的稿件，或代為修改或提出意見請作者修改；目前不擬發表而將

來可能發表的稿件和資料性的稿件通知作者留作參考(作者如不同意，可以退

還)；不適於本刊的稿件代轉適合的報刊，同時通知作者。凡在本刊上發表的

稿子都付給稿費；有些重要資料，雖不發表，也酌付稿費；但發表讀者來信

中所提的簡單問題，不付給稿費。這些辦法，請同志們諒解。 

最後，我們希望受聘的通訊員同志積極把通訊工作承擔起來。按照我們

的規定至少兩個月內要有一次來稿或來信，(若超過兩個月沒有來稿和來信，

也沒有說明理由，就失去通訊員資格。)不止反映一般情況，更要反映群眾閱

讀某一作品中所發生的具體問題，並及時把讀者看了本刊以後的意見告訴我

們。通訊員工作是光榮的社會服務，必須密切聯繫周圍的群眾，才能有效地

完成任務。同時希望廣大的讀者，雖然沒有擔任通訊員的工作，也能及時向

我們提出批評，督促我們改進工作。 

親愛的同志們，祝你們工作勝利，學習進步！ 

文藝作品是青年的老師和朋友 

「文藝學習」出版了，愛好文藝的青年增加了一個好朋友，一個好老師。

刊物的編者要我在創刊號上寫篇文章，對青年談談閱讀文藝作品有些什麼好處。 

今天的青年，哪一個沒有為人民做出一番專業的宏大志願呢？要達到這

志願，那就要從年輕的時光，不斷地培養自己，鍛鍊自己，把自己的思想品

質提得更高。而文藝作品是培養青年共產主義品質的重要工具之一。青年正

在成長中，要學習成為健全的革命者，就需要有一些具體的榜樣。我知道許

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已經激動了無數青年人的心。許多人讀了「鋼鐵是怎樣鍊

成的」就想學保爾，讀了「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就想學卓婭和舒拉。在去年

蔣匪竄擾福建東山島時，有一個青年團員叫林東秀，由於受了書上和電影上

的劉胡蘭、蘇聯青年近衛軍和朝鮮少年游擊隊的影響，她組織少先隊員在敵

人暫時佔領的幾天中開展了英勇的對敵鬥爭。在黃繼光同志犧牲之後，人們

就從他的口袋裏發現一本馬特洛索夫的畫冊。你看文藝作品對於青年人革命

品質的形成發揮了怎樣的力量啊！ 

喜歡文藝作品的青年一定有這個經驗：文藝作品吸引力大，感染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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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理解。這因為文藝作品是用活的形象來表現某種思想，很具體，很生動，

有一種魅力，使你投身到書中的世界，和作品的主人公一起思想，一起活動，

同歡樂，共憂慮。如果這主人公是個英雄，那你就會得到許多精神財富；如

果這書中寫的是壞人物，那你就會憎恨他，蔑視他。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引導

著你健全地成長。 

毛主席教導青年要長知識，許多青年對於學習知識是很積極的。但有些

青年往往把知識了解得很狹隘。青年是未來的建設者，要準備承擔複雜的鬥

爭任務，這就不僅需要懂得政治，懂得業務，而且也必須要有社會生活知識，

要懂得變革現實的人們的思想感情。當然，我們不必為着學習土地改革政策

去讀「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給我們展開的社會生活

的圖畫，却是在政策文件上沒有的。也許有人說，要得到社會生活知識，我

可以參加鬥爭，在實際生活中去體會。這當然是對的。但實際鬥爭是多方面

的，每個人不能樣樣都去親身經歷一下，總只能在一定的崗位上工作和學習，

何況文藝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是經過作家藝術的加工，它所表現出的生活是

比實際生活提高了的，是更集中和更鮮明的。它不但可以幫助青年擴大生活

的領域，並可以幫助青年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實際生活。 

文藝作品還可以幫助青年提高文化。優秀的文藝作品幫助青年純潔和精

通祖國的語言。語言是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人們時時刻刻都需要它。無論

你學哪種科學，做哪種工作，只有正確地、熟練地掌握祖國的語言，才能確

切地表達出自己深刻的思想和豐富的感情。所以每個青年都要時刻關心著自

己語文程度的提高。聽說有些學生對學習語文興趣不大，那他們將來在工作

中會遭遇到許多困難，我想他們決不希望這樣。 

我希望有閱讀能力的青年常常閱讀文學作品。好的文藝作品實在是青年

人的老師和朋友。但這並不是說，可以放棄工作，抛開業務學習和政治學習，

甚至開夜車讀小說，決不是。青年應當善於合理地支配時間，抽出一些時間

來閱讀文藝作品。 

我希望作家們為年輕一代創作出更多的優秀作品，來滿足青年們愈來愈

增長的要求。我希望作家們多塑造工農兵普通群眾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

而且希望更多地塑造青年英雄人物的典型。因為作品中的青年英雄人物的思

想感情是和青年相通的，所以作品中有青年英雄人物，就更容易引起青年讀

者的興趣和喜愛。「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在我國銷售一百數十萬冊，是有它的

深刻的原因的。既然文學作品的讀者很大部分是青年，文學的一個最重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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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也應該是教育青年，所以作家們就應當充分考慮青年的要求和愛好。作家

的任務本來是反映現實生活，而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湧現出來的英雄，

有很大數量正是青年，所以青年們的這個要求也是合乎實際的。 

我相信「文藝學習」一定會得到廣大青年衷心的支持和熱烈的歡迎。 

 

肆、投稿要求 

《文藝學習》沒有「稿約」，但〈寄給應徵本刊通訊員的同志們〉的「歡

迎那類稿件」中，提到： 

投寫一些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反映工廠、農村、部隊、學校青年生

活的創作，如：小說、詩歌、特寫、報告……最好不超過五千字，擇

優在「新苗」欄內發表；也歡迎群眾業餘文學活動情況、經驗的報導，

讀書的心得感想，……最好不超過兩千字，擇要在「我們的文學生活」

欄中發表；此外對於閱讀、寫作中所存在的問題的短論、雜文……不

超過兩千字，可在「『文藝學習』談座」中刊登； 至於學習、工作、

生活中的點滴心得、感想，可寫成三五百字的精悍小品，登在「隨感」

欄中。 

根據所訂的類型與字數，明確地告訴有意投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