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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思想大厦顶端的政治思想有一个重要概念--红学的政治解读，这一概念主要体现在他

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毛泽东思想与旧社会文化的重要

交汇点，为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在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指明道路。鉴于此，对毛泽东在信中中对俞伯平的批判作尝试性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以期能够得到

一个考察毛泽东红学政治解读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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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为纲，辅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构成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价值导向，是毛泽东思想和我国意识形

态的主要源流和价值导向之一。毛泽东反复研读《红楼梦》，

他在延安，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所说：“中国有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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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

不算中国人。”他特别欣赏《红楼梦》中的艺术成就和深刻的

人性描绘，认为曹雪芹深刻揭示了多样化的人性和复杂的封建

社会关系。 

本文首先论述这封信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对比毛泽东与俞

平伯二者的观点；再谈如何对立统一观点去平衡文化的政治性

和意识形态；最后评论该信的影响与启示。通过本文，以期能

反思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对我国的影响，论述意识形态文

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 

一、红学背后的政治解读 

以俞平伯、胡适和周汝昌等人为首的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

就已经对《红楼梦》有所研究，这些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语境下，乘着“西学东渐”的风潮，纷纷用各种不同的视角

去解读《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开始推行文化领

域的“思想改造”运动，将文化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相

结合。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讲：“《武训

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

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①他鼓励在文学研究中采取社会主义

的立场，支持符合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方向。如果把第一、第

二回看作《红楼梦》的提纲，就是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

感叹自己身世＂的自传性质的小说，他是以贾宝玉为自己的替

身，来感叹自己的情场故事，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贯穿全书

的主要线索＂，也就得出《红楼梦》是爱情为主题的小说。②

如果是把第五回看成全书的纲，就是认为《红楼梦》＂是为十

二钗作本传＂，是写生活在四大家族的这些女子们的悲惨命

运，那就可以得出《红楼梦》只是一部写儿女情长的小说。③

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他所认为的《红

楼梦》总纲就一定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既不是第一、第

二回，也不是第五回，而是第四回。《红楼梦》第四回以一宗

命案和官官相卫的特点为线索，揭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

治阶级的压迫以及阶级斗争现象。毛泽东还在信中讲：“看样

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

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④可见，毛泽东

对《红楼梦》的解读有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毛泽东在《关

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讲：“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

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⑤表明他对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应当采取团结但又批判的态度，不能无原则地妥协。 

二、正确平衡文化与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行动上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但思想上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信中表

面上是批判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资产阶级解读，实质上是借

本次事件强调知识分子及其艺术表达需要符合社会主义要求。

毛泽东强调，文化作品在政治斗争中的角色是多重而复杂的，

它们不能仅是艺术创作的成果，还需要是政治观念和社会思想

的载体，这对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有重要作用，也为我们理解

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交汇提供重要视角。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

统一的观点出发，笔者认为可以在支持毛泽东和俞平伯观点之

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从对立统一观点出发，毛泽东和俞平伯的观点对《红楼梦》

的评价和解读上呈现出一种动态且相互作用的关系，需要辩证

地看待这两种观点。毛泽东强调的文化作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的角色，体现了文学在社会教育和政治宣传中的功能。同时，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强调的文化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

背景，为我们提供另一个理解和欣赏文化作品的视角，文化作

品不单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还蕴含着深刻的艺术表现和文化价

值，细腻的情感描述和复杂的人物塑造和丰富的历史细节能让

文化作品可以展现人性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辨证地结合

二者看法，可以进一步促进文化作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多元

功能。一方面，文化作品可以作为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渠道，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另一方面，文化作品也可以作

为艺术和文化的表达，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文化

素养，实现这样的多元功能需要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做到既重

视社会主义教育功能，又注重艺术价值和文化深度。 

对立统一观点还需要方法的不断创新。时代不断变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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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逐渐多元，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推陈出

新。为了在学术文化领域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必须取

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造成激烈的学术思想斗争是不可避

免的，虽然对学术问题的政治性批判虽难免伤及少数学者的情

感，但这对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清除封建主义和资产

阶级思想发挥重大作用。毛泽东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思想斗争方面的经验，明确指出为了在上层建筑中实现无产阶

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通过

批判，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即使在貌似远离政治的学术思想

领城，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也必须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

位，而将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放在第二位。⑥党外许多人也意

识到，在建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也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文艺创造，才有

出路。⑦ 

三、做好社会责任和艺术表达“两手抓” 

毛泽东通过《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醒我们，文化

不能只是艺术表达，也需满足当前社会政治的需求；知识分子

和学者必需密切关注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创作文化作品和解

读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时候必须注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相配合，而政府在制定文化政策时，需要考虑文化作品在社

会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还要警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入侵。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我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当

前我国主旋律文娱作品质量提升，深受大众喜爱，关键在于既

能讲述精彩故事，又能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元素。国家文化如镜

映照社会现状与发展趋势，新时代下社会环境随社会主义建设

变迁，虽与建国初期异，仍可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在文化、思想领域留下深刻影响。世界格局演变为一超多强，

全球化推动了经济与文化的深入交流和交融。文化在应对全球

化、技术变革与社会不平等挑战中至关重要，我国应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发展眼光讲好中国故事，确保文化作品

反映时代挑战。 

创作与研究应于艺术自由与社会责任间寻求平衡，体现我

国文化特色。既要确保文化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与

我国意识形态相契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需维护艺术

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以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并作为社会健康

发展的体现，故文化政策应包容不同声音与视角的表达与讨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观，兼顾作品意识形态属性

与艺术性，是文化作品有效融入社会主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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