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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理论视域下建国初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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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艺人长期处于社会地位低下%备受歧视与欺凌的境地%社会
责任感低'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投身到新政权的文化建设事业中%改变艺人的社
会地位%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成为迫切需求' 认同理论认为%个体身份的构建是开放而复杂的'

建国初期的艺人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转变身份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完成其身份的构建%或通过外
在的权力制度的规约%或通过艺人自身的内在体认' 此外%艺人还参与具体实践%通过亲身参与
体验不同社会群体为建设新政权而共同努力%最终完成他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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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及另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不过$旧的思想观念及伦理秩
序并不会因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很快消失( 英国人
类社会学家保罗1康纳顿指出当一个社会群体齐
心协力地另起炉灶时$-有太多的保守派和旧习俗$

阻碍着新事业对旧定制的取代(.在新的时代到来
之际$很多的保守派及旧的观念将成为-新事业.的
-绊脚石.( 要清除-新事业.面临的-绊脚石.$既
需要对保守落后的观念进行改造$又运用新的意识
形态对旧的生活予以新的解释$对未来的生活作出
新的预测(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是意识形态的重要
载体$在对生活作出新的解释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能引领时代的风气( 而文艺能否最终体现新政权
的意识形态$为新政权代言$取决于文艺工作者能
否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到新事业的建设之中$取决于
他们是否能很好地转变自身的角色与定位(

新中国建国之初$为了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

国家以组织政治经济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文艺活动$

对艺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 当前$学界对于新中
国成立初期艺人这一群体研究已有不少$大多都是
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文艺团体或者文艺工
作者出台的政策或是组织的活动等史料$论证阐述

新政权对于这个群体改造的高度重视$比如徐志伟
分别从党的团结民间艺人的政策$通过诉苦唤醒民
间艺人的解放意识$以及组织民间艺人进行政治学
习等去总结和归纳党在建国初期对民间艺人思想
改造运动( 赵子夜较为系统地探讨新中国成立初
期-旧艺人.转换身份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措施$他
从思想)技能)形象三个方面谈及党对文艺工作者
的改造问题$侧重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去探究( 另外
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具体的艺种的艺人群体去探究$

如祝鹏程针对建国初的相声艺人改造问题进行研
究$指出当时国家借助-恩威并施.的方式改造思想
落后的相声艺人的思想$塑造出符合新社会需要的
文艺工作者( 已有的研究侧重的是梳理建国初期
颁布的政策制度对旧艺人思想行为的影响$从史实
视角去分析促成-旧艺人.转变为-文艺工作者.的
外在因素$忽略了文艺工作者自身内在的身份认
同( 本文将结合认同理论的观点来阐释文艺工作
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构身份的缘由$从内外两个
维度分析其实现身份认同内在逻辑理路(

一#时代的变迁+++身份认同的缘由
埃里克森与弗洛伊德对-认同.都进行过研究$

不同于弗洛伊德对认同强调外向性$埃里克森侧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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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认同的内向性( 他认为$认同是个体的自尊)

依恋感和归属感深深地受到认同过程的影响( !"

世纪3"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兴起$-身份.概念
的卷入使得-认同.命题更加丰富且复杂$身份认同
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一大热点( 美国学者曼纽尔1
卡斯特认为$支配的制度会产生认同的前提是社会
行动者将-支配的制度.进行内化$-且将他们的意
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他明确指出个体实现
认同受外在和内在两个因素的影响( 社会学家吉
登斯也认为-认同是个体在不断反思过程当中被惯
例性地创造出来和维系着的某种东西(.上述关于
身份认同的观点$都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构建
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并
不能因此就忽视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对身份认同
带来的冲击$从某种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就是社会
变革的产物( 查尔斯1泰勒认为$在前现代社会$

人们的头脑中就不存在-统一性.和-认同.这些概
念$因为在前现代社会-统一性.和-认同.根本不成
问题( 在前现代社会$每个人的身份)社会地位)角
色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发生变动的可能性极小(

英国社会学家佐尔格1拉林也认为#-身份要成为
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事件$既有的方式受
到威胁(.只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动荡和危机的
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关系)伦理秩序和文化结构模
式等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人们原本用来理解自身
和社会的那套模式已经过时$按照原有的认知模式
已经没有办法理解发生动荡之后的社会现象$一切
都必须重新评估和考量$被迫离开舒适区的人们便
容易产生个人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

基于上述的观点$身份认同问题是处于!"世纪
上半叶的中国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这个时期的中
国$处于风云激荡的大变革中$国人需要不断地调
整和修订自己对于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自
己所处的世界的认识$而对于这些的重新认识无一
例外都反映在个体对自身身份的重构上( 个体行
为的动力源于个体对自身某种身份的认同$个体可
以建构对某一身份的认同来达到驱动与该身份相
对应的行为( 要使建国初期的艺人成为新中国主
流思想的传播者$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洪流中$为建国初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做出贡
献$他们必须先认同自身的文艺工作者的身份( 新
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需要内在

的-自我认同.和外在的-他者认同.( 在-自我认
同.与-他者认同.之间需要个体通过一定的社会实
践使之统一起来( 建国初期的艺人就是在党和国
家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文艺政策制度下$通过其自身
不断内省并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事业中
逐渐构建了自己作为文艺工作者这一身份的(

二#制度性权利+++他者认同的保障
-认同的社会构建总是发生在标有权利关系的

语境中$社会的支配性制度对社会行动者具有支配
作用(.社会行动者不管获得何种制度$都可以构建
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事业中$文艺运动对战争和革命都起到了
很好的配合作用( 据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召开
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目的是团结
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将人民的文艺运动发展壮
大起来$配合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 为
了实现这个目的$党和国家采取多项措施转变文学
艺术工作者特别是旧艺人的角色$提高他们的主人
翁意识$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新的政权)认同政
党)认同社会及认同自身(

#一$称谓变化%提高社会认同
身份称谓直接体现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被他

人所认同的地位$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体现了
个体的身份(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艺人的社会地位
很低( 选择卖艺对于艺人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之
举$是出于生计所迫( 艺人通常是被歧视的对象$

这种歧视首先就体现在对他们的称呼上( 唱戏的
被称为-戏子.)-倡优.$他们的演出通常是供达官
贵人消遣%说评书)说相声的被称为-吃格念的.$含
有-骗子.之意$地位还不及-戏子.$是下九流中的
下九流%写章回小说)卖文为生的作家被称为-文
丐.( 在种类繁多的关于艺人的称谓中$无一例外
地对旧艺人带有轻视贬低之意( 也正因为此$极少
人愿意自己的后辈步入演艺行业( 戏曲大师程砚
秋尽管自己在戏曲方面颇有建树$但是他极力反对
他的孩子学戏$他说自己就饱受了别人的轻视和欺
侮$常被人称作-戏子.)-倡优.$这个职业被视为同
妓女并列( 艺人长期的被看低导致他们处于低自
尊的状态$一方面与新中国塑造新人的主流意识形
态相背离$另一方面也影响艺人参与新政权文化建
设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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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工作者所发挥的作用$将其称为-精神劳动者.$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名( 他们对于旧社会艺人的
尴尬处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认识到艺人一方面社会
地位低下$常受歧视与欺凌$另一方面他们的演出
又深受群众的喜爱( -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
既爱好又侮辱$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
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基于这样
一种境况$周恩来提出要将愿意改造的艺人团结起
来$对他们进行组织领导$让他们为新中国的文化
事业做出贡献( 毛泽东在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代表大会时$也给予文艺工作者很高的认可与赞
誉$称他们为-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是-人民需
要的人.(

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决议以
-文艺工作者.这一称呼替代旧艺人各种歧视性称
呼$-文艺工作者.这一身份给了艺人崭新的定义$

艺人们主动且自豪地接受了这个新的称谓( 平剧
团的成员陈艳春在拥有新身份后感叹道艺人在过
去是一直被人轻视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艺人才
被抬高( 伴随着称谓的改变$艺人的社会地位随之
提高(

#二$政策支持%增强政治认同
个体在实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会借助外在的

因素来对自己不断地审视与追问$从而设计一个
-理想的自我.( 外在因素对自我越有利)越友好$

-理想的自我.便更倾向于正向积极( 建国之初$为
了让文艺工作者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建设新政
权文化事业中$更好地创作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鼓舞全国人民$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政
策$加强艺人对新政权的归属感)认同感$进而有助
于艺人塑造更加积极的形象(

首先是确立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地位( 中国共
产党主动将广大文艺工作者纳入政治体系之中$给
予其一定的政治地位$赋予其一定的政治话语权(

解放后$艺人参政议政的现象非常常见$戏曲名家
或就职或兼职于文化戏剧领导机关及戏剧院团)院
校)文联)妇联等单位$或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员$他们开始活跃于重要的机构( %)*# 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明文规定$要鼓励和
帮助公民在文学艺术等文化事业创造性地工作(

表明人民政府对于文艺事业的支持和鼓励$通过一
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确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

政治地位$艺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旧艺人.

从低社会地位群体逆袭为高地位社会群体$自尊心
的提高使个体乐于投身到集体的行动中去$极大提
高了他们参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情(

其次在经济保障方面$给文艺工作者享受供给
制的待遇( 以作家的经济收入为例$建国以前$作
家的收入主要靠稿费和版税$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仅
靠写作很难维持生计$必须要有其他的兼职$中华
全国文艺家协会曾在%)$) 年发起以-保障报刊作
家的生活.为名的捐款活动( 建国初期$新的稿酬
制度正在建立中$并未得以确立落实$主要采用的
是从根据地和解放区沿用的供给制( 供给制是极
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的产物$按照最低的需要标准
免费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 这项制度
对于国统区的作家而言$意义非同寻常( 享有供给
制就意味着不同-出身.的作家被新政权接纳( -对
于当时很多作家来说$能享受供给制既是一种待遇$

也是一种身份认同$他们政治上有一种归属感(.

再次在机构设置方面$组建公立的戏剧机构$

纳入政府的直接管理范围( 建国初期$-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说唱团.-天津市曲艺团.等专业单位陆续
出现( 原来单打独斗$各自为阵的艺人纷纷走进了
正规的演出团队$有了较强的组织性及强烈的归属
感( 文艺界各领域随之也进行了改造$比如成立了
-中国曲艺改进协会. -相声改进小组.等( 政府明
确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协同文艺团体对当地流行的
剧本进行整理与修改$鼓励文艺作家与戏曲艺人合
作( 赵树理)老舍等著名作家都参与了新的剧本的
创作及对旧剧本的修改$让演出的剧本能体现新的
时代风貌( 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就是通过这些单
位机构层层落实到位的(

#三$集中学习%提高思想认同
建国之前$艺人由于种种原因思想认识往往比

较落后( 不少人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政权不了
解$甚至有不少错误的认知$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
没有差别$部分艺人认为-新的.永远抵不上-旧
的.( 建国初期文艺方面新的政策措施影响一些人
的切身利益$旧艺人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 面对数
以万计的传统艺人$为了高效而迅速地提高他们对
共产党及新政权的了解与认可$最好的办法就是采
取集中学习( 集中学习方式是多样的$其中之一就
是通过-诉苦.的情感教育方式来唤醒他们的阶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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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诉苦.这个形式是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重要法宝$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被广泛采用$

主要通过诉说)批判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及给
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来唤起群体的共鸣( 通过这
种朋辈式的集体-诉苦.的自我教育方式$旧艺人对
所处的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重新认识和定位
自身所处的阶级(

集中学习另一种方式是开展政治及专业能力
等方面的学习( 早在%)#3年3月$中国戏曲改进会
决定通过集中学习的方式来强化对旧戏曲艺人的
思想改造$学习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
两个方面$涉及的具体内容有#&社会发展史'&工人
运动'&文艺方向问题'等( %)*%年*月$政务院发
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旧戏曲艺人的集
中培训如火如荼地开展$仅%)*% 年上半年$上海
)"""余名戏曲工作者参加了学习班$占全部艺人的
+"f左右$浙江)苏南)苏北)皖北等地都接近过半的
艺人参加了学习班( 在各种培训讲习班中$学习方
式大多以听报告及小组讨论研究并重$以促使旧戏
曲艺人建立新人生观为主$同时学习旧剧改革的方
向及方法( 集中学习培训的方式让他们较为快速
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新政权的合法性
及党的文艺方针路线$以提高艺人的政治修养(

三#主体性增强+++自我认同的基础
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

程$身份的构建是多层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外在
的制度性的作用之外$也离不开个体自身对于自己
所处位置的内生性认可$体现个人在身份认同问题
上所拥有的主体能动性$而个体对于身份的内生性
认可通常在对比中得以实现( 社会心理学家亨利
泰费尔将社会认同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由社会分
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逐步建立而成( 当个
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时$就会加强其在
群体中的主体性$愿意为这个群体贡献自己的力
量( 建国初期文艺工作者在经历了国家民族战争)

政权更迭的历史事件中$通过对比的视角来构建自
己的身份(

#一$在民族战争中增强民族认同
建国初期的艺人几乎都经历过抗日战争及抗

美援朝战争( 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民族战
争期间$敌人对我们的残酷血腥破坏$与共产党领
导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共克时艰的反差中$艺人逐

渐形成了很好的民族国家的认同( 对于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身处其间的国人都有切肤之痛( 常香
玉曾回忆-七七事变.之后$整个中国都处于人心惶
惶的状态$日本飞机时不时在空中盘旋$随时都有
可能扔下炸弹( 她父亲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希望
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还专门请人编爱国戏&打
土地'让剧团排演$该剧叙述了日本的侵略导致一
女子家破人亡$以致疯狂的悲剧$带有很强的国耻
家恨的情绪( 整个剧团成员情绪高涨的积极参与
扮演其中的角色( 可以看出艺人对于外来侵略者
的仇恨$增进自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建国前的抗日战争的民族情绪在建国初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之际$再次被唤起( 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之初$针对不少国人存在着或恐美)或崇美)或亲
美的思想$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
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普遍持有对美帝国
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文艺界率先开展了
-拿起宣传武器参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主题学
习活动( 山西文艺界以座谈会的方式统一艺人的
思想$艺人刘俊英在座谈会上说#-戏剧界过去受够
了洋罪( LL解放后$我们能安心演唱$放心吃饭$

我们感到很满意( 美国鬼子又想来糟蹋我们$这可
不行( 我们要打回它去(.新化剧团艺人赵玉芝下
定决心不再给帝国主义当奴隶$自己亲身受过日军
欺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解放$所以想尽力为
抗击美帝侵略上作出贡献( 有了思想铺垫$艺人积
极投身于对美帝的反面宣传教育的行动中$提振了
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强化民族认同$有助于为新生
国家构建政治稳定性奠定基础(

#二$国共两党的对比促进政治认同
个体通常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在与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中$根据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等来认识自
己$他人对个体不同的态度将导致个体对自我认同
的影响( 建国前期$身处不同地区的艺人都曾遭受
掌权者的迫害( 解放前京韵大鼓-骆派.创始人骆
玉笙身在国统区$生前她接受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
遭遇$当时有个警察局长过生日$要她去献唱$她去
的稍微迟了点$就遭到对方的破口大骂$当时天气
极冷$那个警察局长就让她在院子里唱不让进屋$

当时的她备受委屈$但是也只是-眼泪横着不敢流$

只能往肚子里流(.身处伪满统治区的二人转演员
蔡兴林在受访时也讲到$某次他在屯子里演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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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警察要求他演充斥黄段子&上北楼'$他没学
过$就拒绝说不会唱$结果被伪满警察狠狠地甩了
一巴掌$打得他用于装饰的玻璃饰品都嵌入他的肉
里( 在那些掌权者的眼中$艺人只是被当作消遣的
玩物$艺人的自我认同感是非常低的(

跟国民党对比$共产党对艺人的态度迥然不
同( 建国初期$共产党出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的方针$希望艺人能够与时俱进$在演出时能反
映新的社会风貌而摒弃封建)迷信)淫荡等毒素的
内容( 但一些地方主管干部执行起来操之过急$要
求艺人演新书$禁演旧书( 针对此种现象$党明确
指出$对于一般的旧戏-应采取与演这些戏的旧艺
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对于演新戏-应采取自愿
和鼓励帮助的原则(.这种以人为本的处理方式可
谓深得人心( 共产党员朴素踏实的作风也给艺人
深刻印象( 常宝华说在艺人学习班上$他接触到的
党的干部对于艺人没有什么隔阂$平等对待他们(

这与国民党对他们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
个反差中艺人对于共产党的向心力得以形成( 共
产党员平等待人的交往方式让艺人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平等体验$感受到被人尊重的感觉$体会到在
新政权中自身的主体地位$激发了艺人对党和党的
事业的拥护(

四#投身实践+++身份构建的纽带
吉登斯认为自我身份的构建是个体以其人生

经历对自我所作的反思式的理解( 换言之$个体所
经历的一切都会影响他对于自身身份的确认( 建
国初期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
想指导下$积极参与到工厂)农村的生产劳动中$参
与到抗美援朝的战争中( 通过亲身实践使他们以
更积极的主人翁态度参与到新中国的事业中$巩固
了自己对于新政权的-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的认同(

建国初期文艺奉行的方针是-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 柳青是这个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为了
写出反映建国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题材的作品$

他在陕西长安皇甫乡安家落户%#年$直到他离世(

这期间他对这个地方的农业合作化改造进行了深
度参与$经常给当地的老百姓讲农业和工业之间密
不可分的关系$并且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今后的美好
前景( 柳青正是通过参与到农村改造的实践中$亲
身体验到了改造过程的变化与成就$从而增进了对
于自身及对新社会)新政权的认同( 他对新中国即

将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将
自己看作是这项伟大事业中的一员(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代表作家杨朔$于%)*"年
%!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赴朝鲜前线$直至
%)*#年回国$于志愿军几乎同吃同住$创作了广受
欢迎的红色小说&三千里江山'( 在谈及创作感想
时$他说是志愿军的行动教育了他$激发他想要写
出他们那种高贵的品质的愿望( 以杨朔为代表的
许多作家亲临战场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与志愿军
的英勇$这种亲身的体验对于作家的触动$对于作
家的教育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取代的( 志愿军
为了捍卫新中国而表现出的忘我精神$让作家受到
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趋使作家去完成他们的使
命$将其书写出来与广大人们群众共勉(

抗美援朝时期$除了作家亲临战场去采写之
外$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大批戏曲艺
人也亲临战场去义演$通过与志愿军战士的零距离
接触$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深刻的认识(

豫剧大师常香玉赴朝鲜为志愿军演出期间$曾遭遇
敌机的突然袭击$在她身旁的战士迅速地趴在她身
上$掩护她( 她颇为震惊$感叹道#-怎么会有这么
好的人啊4.从这个志愿军战士的行为背后折射出
了志愿军群体整体的精神品格$对于亲历者常香玉
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激发她对于这个群体及
群体背后的组织领导的认同( 亲身经历战场的残
酷及志愿军的英勇$不仅让文艺工作者提高了对民
族的认同$同时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也让广大读者及
观众提高了对新中国的认同$身处后方的全国人民
积极义捐)义演及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就是
很好的证明(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为了配合新政权的文化
建设$让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的
构建中来$艺人身份的重新构建尤显重要( 只有在
他们完成了对自身的认同)对新政权的认同)对新
社会的认同之后$他们才能更好地为新中国代言$

在党和国家文艺政策及文艺组织机构的领导下$在
民族战争)国共两党的对比之间$在投身于工农兵
的劳动生活)与工农兵相处的社会关系中$文艺工
作者逐渐构建完成其自身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
身份认同( 他们强化了集体意识$淡化了个人的名
利$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将-文
艺工作者.这一身份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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