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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香港-文艺青年.半月刊由南来文艺青年创办#以香港本地文艺青年为主要读者

对象$ 办刊过程中坚持三点目标)一#做成文艺战线的尖兵%二#做成文艺青年学习及战斗的园

地%三#团结广大的文艺青年群$ 这三点目标的追求和实现#使该刊在香港文学的发展历程中

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关键词!-文艺青年.%战斗%香港文学%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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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在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大批内地作家南下

香港!在此创办了大量文艺报刊!对中国现代文学

与香港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中!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由南来文艺青年在香港创办的

)文艺青年*是一份小型文艺半月刊!在香港文学

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香港文学青年的培养过程中

起过一定作用!有一定的文学史地位" 已经面世

的几本香港文学史著作!都会给它以简要的介绍"

对刊物性质的集中评述!则见于郑树森等人所编

的)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书前所附的)早期香

港新文学资料三人谈*中" +三人谈,多处提到这

一刊物!郑树森认为+它是香港年轻人参与极深

的一份刊物,!作者+是以香港年轻一辈为主,!

+作品本地色彩很浓厚,!刊物 +是相当本地化

的,

.#/

" 这在战前南来作家创办的文艺期刊中可

谓绝无仅有!为考察南来作家与香港文学的关系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 不过!时至今日!对该刊

的专门研究仍付之阙如'''部分可能是由于资料

不易获得" 是以本文以之为对象!目的在于为学

界提供一些史料和初步分析"

一%办刊目标及经过

)文艺青年*的主办者是中华全国文艺界协

会香港分会所属的 +文艺通讯部, $简称 +文

通,%" +文通,成立于 #FEF 年 $ 月!主要任务是

团结和组织香港的文艺青年!开展青年文艺运动!

配合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 #FX" 年 X 月和 J 月!

+文通,理事会两次改选!决定在文艺青年中广泛

开展文艺创作活动" +文通,的机关刊物)文艺通

讯*轮流在各报刊出!但因篇幅短小!每期仅有

% """字左右!基本无法刊登+文通,会员的作品"

于是!+文通,理事会的林萤聪&麦烽&杨奇&彭耀

芬等人便设想出版一份真正为了文艺青年&属于

文艺青年的刊物!在向中共香港市委文化委员会

作了汇报之后!事情得以决定下来" 最终!由杨奇

等四人承担刊物的创办!具体分工是#陈汉华负责

对外联系!杨奇&麦烽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彭耀芬

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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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发行和财物工作" F 月 #G 日!创刊号面世!

直至 #FX# 年 ! 月推出第 #"&## 期合刊后停刊!持

续约半年时间" 虽编者多另有职业!只能业余办

刊!但经努力!刊物只在第 $ 期和最后的两期合刊

脱期过几天!其余均按时出版!殊为不易" 该刊为

半月刊!E! 开本!平常每期为 !X 页!例外的是第 $

期+特大号,为 E! 页!第 #"&## 期合刊为 XX 页"

该刊没有组织所拨办刊经费" 为了规避在香

港办刊所需的三千元押金!假托是由曲江$今广

东韶关%文艺青年社编辑出版!而其香港通讯处

地址+德辅道中国民行四 &七号,实则是国民党

少将陈孝威主办的)天文台半周评论报*社址!杨

奇当时在该报任校对员" 承印者是杭州商人常书

林所办的大成印刷公司" 第一期的印刷费由四位

编者凑了三十五元支付" 刊物出版后!得到广泛

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征集了一千多名订户!订费近

千元" 为了加强宣传!编者多次在)星岛日报7

星座*刊登稿约!刊物出版后每期在)立报*发布

消息" 刊物销量不断增加!每期达到三千多份!解

决了办刊经费问题"

眼看该刊渐成气候!第 #" 期却未能按时出

版" 对此!在第 #"&## 期合刊上!编后记)献*有

如下说明#+这次跟大家见面迟了十多天!想大家

都会相信了2文艺青年停了刊-的谣传吧5 但谣

传并不是事实8 我们向大家保证一句#文艺青年

是决不停刊的8 2

!

里不见镬里见-8,并说明脱

期有种种原因#社址搬至上海(春节印刷所休息(

整顿内容等" 然而!+决不停刊,的保证刚刚作

出!)文艺青年*却永远停止了出版" 原因是该刊

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此前的一些言论已得罪了国

民党!#FX# 年 # 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最后的合

刊更刊登了一份)新四军解散事件讨论大纲*!更

激怒了国民党特务" 于是!国民党同港英政治部连

手!以该刊未经登记属非法印刷为由!扬言要控告

大成印刷公司" 在此情况下!编者作出了停刊

决定"

.!/

以上是刊物创办前后的大致经过!下面简述

刊物大力弘扬的几点目标" 刊物正式出版之前!

曾于)星岛日报*刊登稿约!其中说道#+我们一群

文艺的青年!为推展文艺运动!特推出一文艺性质

之刊物!定名2文艺青年-!我们的目标#是站在不

违背国家民族利益之下!服役文艺战线!从工作中

学习!从学习中团结!进步8,

.E/在几天后推出的

创刊号上!这一目标被细化为三点#一&+做成文

艺战线的尖兵,(二&+做成文艺青年学习及战斗

的园地,!+使跃跃欲试的青年群,能有发表作品

的地方!成长为文艺战线的一支力量(三&+团结

广大的文艺青年群,!+因为团结了!才能够战斗!

而战斗才有力量(因为团结了!才能够学习!而学

习才是集体" 所以!读&作&编需要打成一片8,

$)我们的目标'''代开头话*%在后来的办刊实

践中!无论是栏目设置还是稿件的选择&编者和读

者的互动!整个编辑工作都紧紧围绕这三个目标

而进行!以下试分论之"

二%)文艺战线的尖兵*

陈思和曾专文论述过当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化

心理!认为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带来了新的文化

规范!从而令当代文学观念深受战争文化心理的

影响!从此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创作!都+出现了

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军事词汇,

.X/

" 应该说!这一

现象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已开始大规模涌

现" )文艺青年*即是如此!上面的很多表述都借

用自军事术语!以致今日的解读甚至需要通过一

番翻译" 所谓+做成文艺战线的尖兵,!这一比喻

性的说法!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内容上!要求

配合其他行业!使文艺成为战斗的一个组成部门!

文艺青年成为拿笔的士兵(形式上!要求文艺作品

短小精悍$+尖,%" 关于内容上的要求放在下文

讨论!此处简述刊物在形式方面的处理"

)文艺青年*每期容量有限!加之主要的作者

和读者对象都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因此编者从

创刊伊始便将其区别于当时的)星岛日报7星

座*&)大公报7文艺*&)文艺阵地*等大型文艺报

刊!大力征求篇幅短小的创作和评论" +我们不

懂得烧2卡龙-!驶坦克!手中有的只是刺刀匕首(

所以我们甘愿在配合整个战线的进退下!做一名

尖兵!在2艰苦阶段-里!灵活轻便的尖兵是更2方

便- 的!而且也适合于青年人8, $)我们的目

标'''代开头话*%其后在刊物历次征稿启事中!

编者除了强调来稿要与现实生活有关之外!就是

对稿件篇幅进行明确限制" 例如在第 X 期发动

+学校生活写生竞赛,和+工厂文艺通讯竞赛,!要

求之一是+字数以一千至二千五百为限,"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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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7工厂7竞赛8*%在第 $ 期的征稿信中!编者

提出+尤其欢迎四五百字之2滴论-!及二千字以

下之2人物小品-!2工厂通讯-!2学校生活-!及

2街头速写-," $)欢迎投稿*%

所谓+滴论,即是点滴之论!它能短成什么样

子5 具体如何写法5 不妨录下第 % 期署名泰极的

一篇)自我否定!自我完成*以为示例#

一般地说)在我们的文化青年里#个人英雄主

义#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极其浓厚的$ 如写了文

章寄到各刊物处#人家给他发表#他就自傲地浸浸

乎为+作家,了$ 人家不给他发表呢/ 他就会对

人家不满#甚至对人家的攻击$ 在集团生活中不

接受人家的批评#爱在人家背后说人家的好坏#喜

欢胡乱的对人家冠以+

$

派,+落伍份子, +左倾,

33的一大顿名词#对公私生活的随便等$ 这是

一个极普遍的现象$

在这个时代#个人英雄与个人自由主义的作

风#都是要不得的#应该在每一个新中国的新青年

的思想里枪毙$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缺点在集团学习#集团

生活中克服过来#我们的公生活要守纪律#守时

刻#对人家要有伟大的胸怀#尊敬人家的意见$ 在

私生活方面要不时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使自己

一切的行动都向着抗建的大目标迈进$

全文不过三百字!但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思"

创作方面也是如此!一般控制在两个版面约两千

字以下!个别超过四千字的!即分两期连载" 以短

短二十四页的篇幅!每期刊登的诗文!多在十五篇

左右!这样一来!整个刊物显得非常紧凑"

一般而言!对文章字数进行明确限制的多是

报纸副刊的专栏!)文艺青年*编者的版面意识有

类于此" 和篇幅问题相关的是文体意识" 编者经

常表达对来稿文体的要求!建议作者多写短评&杂

文&通讯等!而明确提出+诗!最好少寄一点" 我

们渴望的!是地方性的!生活上的和学习上的文

章," $)献*!第 ! 期%对作者文体选择上的引导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例如!刊物设有+文青小辞

典,栏目!每期选择两三个文艺概念加以解说!第

! 期选择了+报告文学,和+速写,!在解释了这两

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后!并将其流行的原因和现实

结合起来!指出报告文学在+抗战以后!更配合着

抗战的急激的变动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在文艺上

占了重要的地位,!而速写+对于紧张!复杂的生

活!是一种很适当的文艺形式!所以文坛上也很风

行," 第 X 期发动文艺竞赛!包括+学校生活写生

竞赛,和+工厂文艺通讯竞赛,!也是因为编者认

为+通讯和速写!在文艺领域里是暴露现实最轻

便最突击的工具!因此!无疑问的这一发动是应该

得到普遍的响应的," $)学校7工厂7竞赛8*%

经过多重引导!一般文学爱好者投稿之际自然就

会有的放矢得多了"

三%)学习及战斗的园地*

)文艺青年*创刊号的封面上有一幅卢鸿基

所绘的木刻插图!名为+他举起了投枪," 画面中

央!一身长衫的鲁迅立在一个高台上!身体挺直微

向后仰!高抬右臂!紧握着一支如椽大笔!准备像

投枪一样掷向前方" 在他身后!有两人跟随!其中

一人还是少年" 这幅木刻很准确地诠释了)文艺

青年*的性质#以文艺为+战斗,的武器!加入抗战

现实生活"

鲁迅被当时的青年视为最值得学习的榜样!

而他精神特质中最值得效仿的则被概括为具有战

斗精神" 第 E 期编者组织了一个+鲁迅先生四年

祭特辑,!发表意见的作者很多不约而同地从这

一角度展开论述" 黄文俞提出+正视第一8,认为

+鲁迅先生毕生战斗!教会了我们以正视之道"

那就是看透一切!发露本质!拥护真理!力持正

义," $)正视第一*%尚英评价鲁迅为一位+文化

战线上最勇敢最坚决的战士,!断言+鲁迅就是斗

争8,$)斗争地纪念鲁迅*%杨奇结合鲁迅的创作!

认为鲁迅能够创造出阿 g这个典型!是由于+鲁

迅先生能够揭开现象的表面!深入事物的本质!抓

住了一时代的全部!充分地批判了中国的病态!血

淋淋的挖出了中国的心脏," $)阿 g在今天*%

黄海燕对鲁迅的一句话+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的

解读是#+生活即战斗," $)鲁迅先生四年祭笔谈

会*%不只是这一组文章!在刊物每期的评论文章

里!几乎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 例如尚英还说

过#+新文艺是建设新中国的强有力的工具" 我

们要在斗争中建立起新的中国!那么我们得同样

要为着建立新中国的新文化而斗争", $)纪念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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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第 ! 期%麦烽$笔名甘震%在+青年文谈,

专栏中多次强调+战斗," 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

提出青年应该+反咬,旧社会!乃至与其同归于

尽!+不能从正面去摧毁敌人!那混进敌人的血液

里!做一个死的因素!助长它的灭亡(虽然同时也

灭亡了自己!但也算不负一2死-8, $)闲话+青

年,*!第 G 期%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告诫读者#+在

现实社会里!在阶级的限制未取消以前!没有一样

东西可以超阶级而存在的!2人种-&2人性-又何

独不然5 所以!在现社会里!文艺的本质是阶级斗

争的武器!也就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情感

7思想7与传染*!第 J 期%他还反对某些+性灵

作家,高抬+恋爱和死,这类+不朽的题材,!认为

作家应当是+笔的战士,!笔下应多写+斗争的事

实,!+如果我们是带着战斗的钢笔的!那又有哪

一角的现实不是我们采撷题材的对象5, $)客观

7倾向与题材*!第 #"&## 期合刊%

)文艺青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青少年读

者提供一个+学习和战斗的园地," 所谓+学习和

战斗,不仅是对作者为文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人

的要求" 如何学习5 如何战斗5 主要通过关注该

刊的南来知名文人$杨刚&林焕平&叶灵凤&徐迟&

黄文俞等%和编者的引导" 编者将香港的文艺青

年视为学习者!自身则是教育者!通过多种方式引

导读者#撰写理论文章!分析现实及文艺生活中的

大事(组织专题讨论!列明详细讨论大纲!指出思

考的方向(在每一期的编后记)献*中点评及推荐

当期重要作品(从第 ! 期开始不断增设+青年文

谈,&+笔勤务,&+小辞典,&+书评,等栏目!或提

供知识性内容!或针对读者问题解疑释惑66通

读刊物!会发现从前到后!从封面到封底!编者的

身影无处不在" 其中!+笔勤务,这一栏目对初学

写作者尤具实际指导意义" 编者虽自谦为+勤

务,!可任由读者使用!实际上这个+勤务,是读者

的导师" 这一栏目受到读者的欢迎!有的读者甚

至不满足于只讨论文艺上的问题!编者于是宣称

+在读者这样热烈的督促下!也愿把它勤务的范

围扩大!以后凡关于生活上!学习上!文艺上或其

他的问题都愿服务!只要大家以为这个勤务还可

以使唤使唤," $)献*!第 $ 期%果然!接下来的一

期!一个流亡青年因在香港从事辛苦的工役职业!

很不满意!无法展开学习!请求+笔勤务先生,给他

解答" +笔勤务,一方面指出这名青年对职业+存

在一些不大正确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劝他为了+将

来能飞远一点,!现在只好多吃点苦!加紧学习了"

$)要在荆棘丛中长出学习之花*!第 F期%

而对文艺青年们深具教育意义的另一件事!

便是该刊组织了一场声势较为浩大的+反新式风

花雪月,论争" 该论争由共产党员&)大公报7文

艺*编辑杨刚在)文艺青年*第 ! 期发表的一篇文

章)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

挑战*引发!在左翼&右翼及+汪派,文化人之间爆

发了持久的论战!)文艺青年*是主战场之一" 该

刊第 E 期刊登了一个读者的意见!第 X 期组织了

三篇论文和一篇讨论大纲组成的特辑!第 % 期在

+滴论,栏目发表了两位读者的意见!第 G 期刊登

了有七八十名文化人士出席的座谈会记录!第 J

期发表了陈杰的总结文章)论加强生活实践*!算

是一个结束!前后历时两个半月" 今天回看这场

论争!无疑具有概念化的痕迹!而 +生活,& +战

斗,&+创作方法,& +创作倾向,等是几个核心

概念"

杨刚的文章是有感而发" 她所说的+新式风

花雪月,主要是指当时文坛流行的一些怀乡散

文!文章的内容及抒发的感情都让她不满#从内容

看!这些作品局限于个人!与民族煎熬和社会苦难

不大相称(从情感看!文中+只有恨!只有孤独和

悲哀,!+其中除了对祖国的呼唤在某方面能够引

起相当的共鸣而比较有意义以外!别的都可以风

花雪月式的自我娱乐概尽" 风花雪月!怜我怜卿

正是这类文章的酒底" 不过改了个新的样子!故

统名之曰新式风花雪月",至于其原因!杨刚认为

是由于+香港的文化生活还是一只幼芽,!教育畸

形!就算有些新文艺书籍!一般也只限于五四时代

前后的作品!而+困于个人情绪和感觉中!是五四

时代的流风,!香港青年即受这种流风影响" 如

何摆脱这种流风而+把自己从那条陈旧的长满了

荆棘的小路上拉出来,5 答案是抗战" +抗战是

富有魔力的两个字!同时也是赋有神力的创造的

能手" 人处在它的时代里!仅仅心里眼里手上全

和它靠得紧紧的!就可以发现许多生命的奇迹",

杨刚认为深入生活正是香港文艺青年需要接受的

一场挑战"

杨刚抛出这幅+手套,后!很快引起文坛连串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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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 )文艺青年*第 E 期也登出了一篇读者意

见" 读者马苹对上文提出异议!认为家散人亡&流

荡香港的青年!是+不得不拿起剩下来的棉力思

想!悲痛的心情用文字来发泄抒出潜伏在他们底

心胸里苦况愁绪8,这就像 +古人之诗&酒&琴&

棋,!目的都是+以泄心头之恨,!因此+也许并不

算是了不得的一回事呢," $)敬向杨先生谈一

谈*%对此认识!编者在同一期杂志立即加以纠

正!认为是+忽略了文艺本质的战斗性!不把文艺

看成推动社会解放的工作的一翼!而把它看作消

愁解闷的东西8 这一个认识的不同!就成为2为

社会-&2为人生-的文学论者所以和个人抒情主

义者发生矛盾的地方" 而由这一点看!我们也就

明白杨刚先生的那篇论文的深意了", $)编者

话*%到了下一期!编者麦烽专门撰文!其中讨论

到作品的抒情问题!认为作品可以抒情!+只要那

情感是健康的!反个人的," 这种反个人的情感

哪里来呢5 答案是投身抗战的激流!+投回祖国!

面向斗争!或掮枪!或执笔!或荷锄!都是一条灵验

的药方,!最重要的便是+面向现实!溶入斗争,!

而一旦做到这点!到了+斗争就是你!你就是斗争

的时候!这病根就像挥发油遇着了太阳!烟消云散

的了8,$)谈+新式风花雪月,*%另一位编者汉华

也撰文检讨产生+新式风花雪月,的原因!认为主

要来自文艺青年的本身方面!同时也和+当地的

先进作家没有认真的负起教育后一代的责任,有

关!因此希望先进作家 +能更热诚的去接近青

年," $)+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我见*%

刊物第 G 期刊发了松针执笔的)+反新式风

花雪月,座谈会会记*!对杨刚&胡春冰&曾洁孺&

乔木&黎觉奔&黄绳&冯亦代&叶灵凤等在会上的发

言进行了如实摘记!没有明确偏向" 但到了第 J

期!陈杰的总结性文章)论加强生活实践'''对

一个争辩的结论的探讨*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胡

春冰&曾洁孺&黎觉奔三位先生+共同犯着认识上

的严重错误,!认为他们仅看到正确掌握创作方

法的意义!而问题的核心则在于正确掌握创作倾

向!要+承认创作倾向与创作方法之辩证法的统

一,!而这只有通过加强生活实践才能达到" 作者

并且具体提出了十条加强实践的方法!其中第一条

就是+要多读多看关于马列主义的学说理论,"

除了在理论探讨和论争方面始终不忘将读者

引导到正确的+方向,!)文艺青年*的编者还通过

对文学作品的选择给读者提供示范!向他们展示

写作如何表现+学习与战斗," 四位编者中!其他

三人都写的是理论文章!诗人彭耀芬则不仅发表

诗论!还刊登了多篇诗作" 在)新诗片论* $第 F

期%中他写道#+你如果到了流血的地方!你就要

扑前去问一问流血的兄弟!他们的血是美丽的!足

以渲染你的诗篇", +不只做一个诗人!要做一个

战士!受四方八面的创伤!你的创伤愈深!你的生

命愈发韧",他有两首诗$第 #"&## 期合刊%!专门

写给+殖民地下的一群,'''香港学生!及另外

+一群,'''工人群" 写给学生的一首!开篇即强

调唤醒他们的必要性#+不唤你H管你的前途向灰

色的浓雾里沉H不唤你H管你的思想跑往时代的绝

路H但是!觉得你是可以教养的H我就如教养我的

兄弟姊妹H可别再客气了",接下来的一段描述了

学生们+在物质的乐园中,养成的+傲慢的习气,!

以及一天里休闲式的生活状态!然后呼吁+如今!

该抛弃你布尔乔亚的游戏了," 最后!作者建议

学生们当天晚上+回去再把历史重温一遍,!读一

读+学生运动的光荣史,!从中明白+怎样生活,&

+怎样学习和斗争,!从而将+殖民地的萎靡教育,

+以二十万双手来粉碎,"

)文艺青年*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是看其

题材!要求作品反映现实生活" 这从其推出的文

艺竞赛要求取材自学校和工厂生活便可明白看

出!因为这两个领域正是文艺青年最熟悉的" 竞

赛持续了两个多月!收到一百多篇来稿!最后编者

从中选出十六篇获奖作品!刊登于第 $$十篇%&第

F$六篇%两期" 这十六篇作品!与别的作品一样!

多数都是描写阶级+战斗,或与其有关的#作品中

通常存在两个阶级的对立与矛盾!上层阶级$校

长&工头&工厂老板等%对下层阶级$学生和普通

工人%进行剥削和镇压!后者有的反抗!有的隐

忍!结果几乎一样!不是被逼至死!就是陷入生活

的困境无从解脱" 和许多五十年代后的作品不

同!这里很少可以让人看到光明的结尾" 也许暴

露现实的愿望过于强烈!编者选择的某些作品!故

事及其表达方式都很雷同!例如!写工人因劳致

疾!老板见死不救!将其开除!或者工头克扣工钱&

收取份钱的!都不止一篇" 在修辞方面!很多作品

也相当一致!例如把工人比喻成牛马" 作品具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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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性质!艺术水平普遍不高!而在意识方面表现

出某种同一性"

四%对文艺青年的)团结*

)文艺青年*的第三个目标是+团结广大的文

艺青年群,!主要通过如下途径实现#

一是通过教育和引导!改造青年的意识!使其

逐渐靠近抗战队伍" 早在创刊号上!批评家林焕

平就指出+文艺除了具备着理知外!还具备着人

类天性的感情" 这一种要素!使一般人!特别是富

于热情的青年!喜爱文艺" 所以文艺成了教育青

年的最主要武器之一",也因此+青年文艺运动不

仅是文艺新军的培养问题!而且也是青年教育的

问题",$)青年文艺运动诸问题*%一个期刊怎样

教育它的读者和作者!从上文所述可见一斑"

二是设置各种小栏目!供初学写作的文艺青

年练笔!培养他们对文艺的爱好!加强编者和作者

的互动" 创刊号提出+读!作!编需要打成一片,!

为了让更多读者参与!自第 X 期推出文艺竞赛!规

定+取录不限篇数!凡入选的都在本刊出特辑发

表,!而+落选的作品!本社负责批评退还," $)学

校7工厂7竞赛8*%第 % 期开始设置+试靶场,栏

目!栏目说明称#+这块小小的园地!是用来献给

初拿起文艺的笔枪!在工厂!在学校!在商店的青

年朋友的!希望要学习写作的朋友努力栽培这块

园地" 不登的文章!我们负责批评退还66,第 $

期的征稿启事也再次点明+不用之稿!负责退还!

并愿贡献意见," 这就令投稿者感受到编辑的热

诚和帮助之意" 从第 #" 期开始又设+读者谈座,

栏目!进一步供读者发表意见" 这些栏目的开设!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刊物所选文学作品题材&文

体过于集中的不足!扩大了作者队伍"

三是通过征订&征友等举措!组织了一批核心

读者群" 在创刊号上就刊出)征求纪念订户一万

户8*的启事!宣布纪念订户可享受种种优待" 在

第 G 期编者特意说明#+由于战争一天天地开步

走!2天堂-的物资也一天天地短缺#纸价飞涨了8

但我们本着工作的目标!不敢也不愿增加读者一

点的负担" 还有一点请读者注意的!我们的篇幅

虽小!却相当于市面十六开本刊物的字数",第 E

期刊登+征求同志,的启事!称要通过办刊!+把欲

效力于青年文艺运动的朋友团结起来!把文艺青

年的群力!组成巨大的浪潮!向黑暗残暴势力扫

荡8 )文艺青年*自出版以来!已深得各青年同志

的爱戴和拥护!现为贯彻我们的目标!故发起征求

同志8 使我们在信件上传达的热情凝结为士敏

土",$)本社征求同志*%后来还发起过+文艺青

年征友通讯运动,!目的是让读者寻找到志同道

合的朋友来在读书与生活中进行精神交流!办法

是由)文艺青年*的订户作为征友者!在杂志上介

绍自己!由其他读者作为应征者!选择友人!告知

编辑部!附上邮票和信封!由编辑部代投第一封信

给征友者!其后双方直接通讯" 这些都旨在加强

编者&作者和读者的精神交流!使其形成某种归属

感!直至最终成为+战斗,的一群"

)文艺青年*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也不

以培养作家为目标!它的着眼点在于以编者为导

向!以读者为重心!设身处地为读者服务!培育青

年文艺运动" 为此它采取了种种措施!并收到良

好效果"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问题而停刊!它产生

的影响将会更大更长远"

五%结论

以上略述了)文艺青年*的创办经过!以刊物

提出的三大目标为线索!分析了刊物的内容和编

读关系" 在此基础上!联系学界对香港文学史的

研究!可以尝试提出以下两点初步结论#

其一!关于南来作家和香港文学发展的关系

问题" 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部分香港本土学者

认为南来作家对香港文学主要起一种压抑作用!

令香港文学的发展出现中断和+真空,!例如王宏

志即认为#+在大量成名作家南下后!香港文学本

身的发展!在某一程度上说!其实是受到了牵制!

或甚至是窒碍的",

.%/内地学者则多不同意这种

看法!如刘登翰认为!在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南

来作家两度主导了香港的文坛!带动了本地作家

创作水平的提高!对此+应当肯定它对香港文学

发展的意义,

.G/

" 其实!考虑到香港作家+代,的

组成!上述两种说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同时也都不

够全面" 南来作家的到来!使得二三十年代已经

走上文坛乃至成名的香港作家如侣伦&黄天石等

受到了压抑&失去了成长的空间是事实!但南来作

家对香港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大力扶持和培养也不

应忽视!)文艺青年*就是一个例证" 南来作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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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对侣伦等一代香港成年作家的+统战,联合!

今天看来是个失误(他们把希望和部分精力贯注

在青少年身上!则取得了一定成绩" 无奈战时的

文化环境!使得他们对香港文学青年的教育引导

主要着眼于思想意识方面!而在写作艺术方面重

视不够!加以时间短暂!这一进程因太平洋战争的

爆发而中断!因此未能结下更丰硕的果实!殊为

遗憾"

其二!关于)文艺青年*的本土性问题" 由于

)文艺青年*的编辑队伍是由来自内地的几位青

年作家组成!在篇幅上占了不小比重的理论文章

也绝大部分由南来作家执笔!而占相对多数篇幅

的创作则主要来自本地的作者!因此这个问题有

点复杂" 它究竟算是一本香港的文艺杂志!抑或

仅仅是内地作家在香港办的一本杂志5 郑树森等

学者敏锐地发现+作品本地色彩很浓厚,!同时准

确地指出+它是从左翼的文艺观来处理香港的素

材,

.#/

" 也就是说!作品的素材取自香港!作者的

立场和意识却和大陆左翼作家相近!这就关系到

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另外!对于+所有的作

者却似乎都是香港的,这一说法!也有必要加以

仔细辨析" 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一九四九年之

前尤其如此!在此定居终身的并不多" 杨刚等人

文中的+香港文艺青年,一词!既包括香港的本土

青年!也包括因战争从内地流亡而来的青年" 具

体到在)文艺青年*上发表作品的作者!除了很少

几位可以从文章内容推断出身份!大多数今天我

们已很难指认出是本土青年还是流亡者!因为他

们后来没有成长为作家!欠缺生平资料" 值得一

提的是在刊物发表了多篇作品的黄浪波$#F!#'

%!世居香港!后来成长为一名香港散文家!至今

仍在写作" 他在第 #"&## 期合刊发表的)一个手

车夫的故事*!写法上明显有模仿五四文学的痕

迹!但表达比较自然" 如果说)文艺青年*曾培养

出香港作家!他是应该被放在首位的"

'参考文献(

&#' 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

&R')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FF$)#%)

&!' 杨奇#麦烽)忆抗战期间-文艺青年.半月刊&*')新文

学史料##F$J!!")!"$K!"!)

&E' 介绍-文艺青年.稿约&D')星岛日报0星座##FX"K

FK#!)

&X' 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M')陈思

和自选集&R')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FFJ)

#$FK#F")

&%' 王宏志)我看+南来作家,&*')读书##FFJ!#!")E!)

&G' 刘登翰)总论&M')香港文学史&R')香港)香港作家

出版社##FFJ)!X)

"责任编辑!朱德东$

0+,?(;*+5(;"/#"/*+,F(4#$

'''&. (38Z+.4S+.4f+,.4M-(6<(<#FX"K#FX#

Z&=W,6KV6.

$!"#$$%$&,(3+1*3.1+! !$.3# 8#()* ;$17*%/)(0+12(34! P.*)9-#$. %#"""G! 8#()*%

!5&*.#4*#

738<8b6b+.(309Z+.4S+.4f+,.4M-(6<(<\/<T,a06<38: a9<+b89+,.4/-(6<(<1-+bb/6.0/.: 236.//.: 6(<b/6.

-8/:8-<\8-80+'/09+,.4/-(6<(<6. Z+.4S+.4)736<<8b6b+.(309b/4/d6.8<8((3-884+/0<)L6-<(09! 6((-68: (+a8'+b8(38T6+.88-

+1(3806(8-/-91-+.()?8'+.:09! 6((-68: (+a8'+b8/4/-:8. +108/-.6.4/.: 1643(6.41+-9+,.4/-(6<(<)736-:09! 6(/6b8: (+a8'+b8

/,.6(9+19+,.4/-(6<(<)Y,-6.4(38T-+'8<<+1/'368>6.4(38<8(3-884+/0<! (38b/4/d6.8b/:86(<+\. '+.(-6a,(6+. (+(38:8>80+TK

b8.(+1Z+.4S+.406(8-/(,-8)

6,% 7(./&#

f+,.4M-(6<(<( 1643(6.4( Z+.4S+.406(8-/(,-8( (380+'/0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CCCCCCCCCCCCCC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