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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诗歌再认识
!

周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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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拓展$学术界对于抗战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化

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关抗战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取得新的进展$但学术界对所谓

%抗战诗歌&的理解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抗战时期的诗歌既具有主题风格的某种一致性$同时

在时间上又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不容忽视的区别$在空间上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

区分割的政治地理格局$需要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并结合现代区域文学互动带来的变化认识

抗战诗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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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年!本人在拙著#新诗的历程$一书中!

曾用了接近全书一半的三章篇幅去处理抗战时期

的诗歌部分" 除了以*新诗的逆转)))歌谣体+

为题!把抗战初期歌谣体诗的出现看作是*抗战

与诗的双重选择+的结果外!还以 *另一种范

式)))新写实体+和*必要的张力)))新现代体+

为题!对抗战中后期诗歌的发展和诗体的凝聚做

了进一步的叙述"

-#.当时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

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此前对抗战诗歌过于简单化的

理解和非美学本位的处理!以达到对抗战诗歌更

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多年之后的今天!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拓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无疑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关抗战文学史料的发

掘和整理取得新的进展!而且学术界对于抗战文

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化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 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学术界对所谓*抗战

诗歌+的了解和理解有待进一步拓展!对于抗战

诗歌美学的讨论有待深入推进!对于抗战诗歌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

在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抗战诗歌的理解中!有

一种刻板认识是比较普遍的!那就是把抗战诗歌

仅仅理解为*战声+!理解为国统区的朗诵诗和解

放区的街头诗" 这种认识似乎自郭沫若 #%&K 年

的#战声集$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至今几乎仍然

没有得到改变"

! 这样的理解固然是有道理的!

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抗战诗歌的基本情况" 但

是!这样的对于抗战诗歌的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

&##

!

!

)收稿日期*!"#! O"J O"L

)作者简介*周晓风!#%JH+ "$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郭沫若的/战声集0是他 #%&$ 年至 #%&H 年的诗歌作品$#%&K 年 # 月由广州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收入/郭沫

若全集0%文学编&第 !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K! 年'



的和充分的" 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把抗战诗歌的概念作了一种简单化理解!

把文学史上的抗战时期的诗歌简单理解为作为一

种文类的抗战诗歌!从而形成认识视野上的遮蔽"

文学史上的*抗战诗歌+是一个仍然有待进

一步深入拓展认识的文学史概念!包含了丰富而

复杂的历史和文学内涵" 从时间演变的角度看!

抗战时期的诗歌一般指的是从 #%&H 年 H 月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到 #%LJ 年 K 月抗日战争结束这一

历史时段的诗歌" 它们既具有主题风格的某种一

致性!同时又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不容忽视

的区别"

在抗日战争初期!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诗歌

迅速感应时代的脉搏!发出高亢的战声和激越的

呐喊!进入*最蓬勃发展的阶段+"

-!.这也正如胡

风所说!*抗战以来!普通用文艺形式发表的作

品!最多的一是报告!一是诗" 22诗歌之发达!

是由于在这个神圣伟大的战争的时代!对着层出

不穷的可歌可泣的事实!作家容易得到感动以至

情绪的跳跃!而他要求表现时代所采取的形式!就

是诗"+更进一步说!由于这一时期的诗歌需要唤

起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需要适合悲壮,乐观,慷

慨激昂的情绪!因此!*抗战初期!诗作品主要的

潮流是热情奔放的"+

-&.抗战初期这种热情奔放

的诗歌主要表现为国统区的朗诵诗和解放区的街

头诗" 有研究者从诗歌文类角度把抗战初期的诗

主要概括为*抒情诗+!

-L.而如果用诗体来描述!

可以把它们称作是一种*歌谣体+诗!其特征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现实性的审美价值取向!

即在诗歌价值取向上追求强烈的现实功利价值!

希望用诗歌作为唤起民众的工具和武器!发挥诗

歌现实的战斗的作用!反对此前具有唯美倾向的

*现代派+诗风/其次是追求诗歌大众化和平民化

的审美品质!在情感内涵的选择上明显倾向集体

的,大众的情怀!而较为排斥那些属于个人的,一

己的悲欢/在语言方式上则进一步追求平民化,口

语化艺术旨趣!突出地借鉴了民间歌谣的语言方

式/第三!抗战初期的歌谣体诗在审美体认上更多

地从*五四+以来的新诗转向了中国传统诗歌的

音律化!易颂易记!朗朗上口成为普遍的趋势" 一

般人们常常谈到的高兰,光未然的朗诵诗!田间,

柯仲平的街头诗以及蒲风等人的抗战诗歌!大都

是这一阶段创作的代表" 人们过去所谈的抗战诗

歌!其实主要就是指的抗战初期的歌谣体诗歌"

然而!抗战时期的诗歌并不是只有抗战初期的

*歌谣体+诗歌" 随着战争的进入相持阶段和抗

战的深入发展!抗战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文艺生

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新阶段最突出的特

征就是!一方面!战争不只是带来激情与鲜血!而

且还掀开了生活中令人窒息的丑陋的一面/战争

也不可能凭着热情就可以一朝取胜!而是一个艰

苦的漫长的过程" 这样一种现实情势势必要求把

抗战初期的浪漫激情转变为一种更富有韧性的战

斗的现实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中国新诗以至整

个新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此时也酝酿了现实主

义文学理论和创作的逐步走向成熟" 胡风的现实

主义文学理论以及以*七月派+为代表的现实主

义诗歌创作的出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正是在

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背景下!抗战时期的诗歌也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我们的学术界对这一点

的意义显然估计不足"

抗战中后期的诗歌!在坚持现实性的审美价

值取向的前提下!现实主义新诗成为诗坛的主流"

其发展明显表现出新的历史的和审美特征" 首

先!较之战前和抗战初期的诗歌!抗战中后期的诗

歌对现实生活有了更为真切,细腻和丰富的展示!

诗歌的写实性得到了增强" 抗战中后期诗歌写实

倾向得到增强的一个突出表征是战时生活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得到更为多样细致的表现" 这之中!

抗战题材仍然占有主要地位!但较之此前有着更

为多样化的反映" 王统照的#正是江南好风景$,

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苏金伞的#我们不能逃

走$,罗铁鹰的#劫后的古城$,柳倩的 #在太阳

下$,覃子豪的#废墟之外$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以

抗战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新诗" 其中!一些国际题

材的诗作显得尤为别致!可以说是从一个特殊的

角度展示了战争生活的侧面" 如王平陵的#期待

着南斯拉夫$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整个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加以表现" 李震杰的#给

日本士兵$写日本士兵因远征他乡!而使*徘徊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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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林下的岛国女儿失去季节的狂欢+" 当然!日

本士兵失去的绝不仅仅只是这些!而是还有更多"

这正如程千帆#一个*皇军+的墓志铭$中所写

到的'

异国的呼喊夹着枪声!

一阵昏眩!使你

就倒下了" ##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帝国的臣民$ 可是

你的手册使来者翻开了

日本现代史"

##C##

除抗战题材外!对战争年代现实生活丰富性

和多样性的体验和描绘!也是抗战中后期现实主

义诗歌的突出现象" 这之中!对于民生疾苦的反

映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现实主义诗歌的长处所在!

同时战时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在现实主义诗歌中

也得到了广泛展示" 臧克家这一时期的诗作无疑

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臧克家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

有#从军行$ %#%&K&,#泥淖集$ %#%&%&,#呜咽的

云烟$%#%L"&,#泥土的歌$ %#%L&&等诗集和长诗

#走向火线$ %#%&%&,#淮上吟$ %#%&%&,#古树的

花朵$%#%L!&,#诗颂张自忠$ %#%LL&等" 值得注

意的是!臧克家这一时期诗歌的代表作并不是抗

战初期以抗战为题材诗作!而是稍后那些表现中

国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现实生活的多样性,情感

体验的丰富性以及艺术表现的含蓄凝练是其主要

特色!表明抗战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其

中!初版于 #%L& 年的#泥土的歌$被认为是臧克

家抗战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该诗集在题材及

情感内蕴上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作者所熟悉的

和亲切的中国农村!在艺术表现上则摈弃了抗战

初期那种激昂的战歌和直率抒情!代之以白描的

手法!描绘出一幅幅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乡村生

活的典型图景" #饥馑$#复活$#三代$#送军麦$

#生的图画$#死水$#社戏$等都是相当有代表性

的作品" 如#送军麦$'

军麦!孩子一样!

一包一包

挤压着身子!

和衣睡在露天的牛车上"

牛!咀嚼着草香!

颈下的铃铛

摇得黄昏响"

燎火一闪一闪!

闪出梦的诗的迷茫!

这是农人们

以青天作帐幕!

在长途的野站里

晚炊的火光"

该诗实际上是把战争作为背景和底色!集中

表现的仍是战争挤压下的乡村生活秩序" 另一首

#社戏$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叙述农民们晚上去

观看*社戏+前后的过程!语言生动简洁!极富艺

术表现力" 值得注意的是!#泥土的歌$中的作品

大都写于远离故乡农村的大后方城市!更多的是

作者的记忆和思念的产物!因而带有对故乡农村

特别浓郁的情感体验和牧歌情调!显示了现实主

义诗歌在抗战中后期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除

臧克家以外!堪与臧克家早期的#老马$相媲美的

有方敬的#背夫$'

不毛的羊肠小道上!

寸寸的步履!寸寸的艰辛!

从这座山到那座山!

坚毅而沉默有如屹立的岩石"

江村的#灰色的囚衣$描绘出一幅灰黯的山

村景色'*天F板着死灰的脸!F挂下绵绵的雨丝/F

像无数根铁柱F围成了人间底囚室" F雨声F滴出

深深的烦厌F像一个年老的狱吏F叨叨地吐着怨

言"+作者借此抒写了对于生活在*山国的人民+

在苦难里煎熬的深切同情" 胡明树的#两栖类$

写纤夫的艰辛!夏渌的#白庙子$写一群矿工*躺

在碳层里用丁字锄敲下煤块!F再蜷伏着像鼹鼠一

J##

第 & 期CCCCCCCCCCCCCCCCC周晓风,抗战诗歌再认识



样!F把碳车推移出来!F像这样遣送他们无边的黑

夜"+郭风的名为 #春天$的诗仍充满阵阵冬的

寒意"

田野

以交错的田路网络住

裸露的胸膛

土地的辛勤的垦殖者%%%

农民们沉思地站立在田亩上

那以万把锄头掘松的田亩上

而又以迟钝的目光

凝视浑浊而暧昧的天边

##C##

这荒凉的旷野上的

苦恼的动物呵

孤独而没有人注意地跛行着

步伐是怎样的沉重呵

而那四周

依旧是从天穹下垂的鬃毛

卷来的阵阵的冰寒##

也有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作对现实生活中

的情景有独到的发现和典型的描写!且能做到含

蓄隽永!耐人寻味" 如厂民%严辰&的#蒲公英$写

对母亲的怀念!朴素而真切/杜谷的#泥土的梦$

把*泥土的梦+写得细腻动人!包孕了丰富的情感

内涵/鲁丁的#高梁熟了$写庄稼人在收获季节

里!*一把镰刀F放倒一个梦F黄昏F一溜鞭响F大

车载回F庄稼人的辛苦+/程康定的#荒店$描写动

乱年代羁旅荒野小店的情景颇有特色'

夜色浓了!

月光泼一地冰冷!

行路人长长的影子!

紧挤在一堆!

荒店豆大的光!

在风中摇红

%%%招引他们到店中过夜"

一壶土味的水酒!

醉去八百里的疲劳!

一床金黄的草!

好编制旅途的长梦!

对着陌生的耳朵!

店主东细细地

告诉人明天的路"

门前的灯火

亮着&鸡鸣早看天"

上述这些作品虽然还不能完全代表抗战中后

期的现实主义新诗!却也能反映出其中的大体

情况"

抗战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写实倾向的另一个

突出表征是!一些过去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

风见长的诗人!也普遍转向现实主义的真切描写"

一种*客观的抒情诗+代替了此前*主观的抒情

诗+" 抗战初期诗歌的那种*空洞叫喊+以及此前

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病得到了初步克服" 例如!

何其芳在战前是汉园三诗人之一!其作品风格华

丽!充满浪漫情调和梦幻色彩!同时某些作品不可

避免地带有现代主义诗歌的朦胧晦涩" 然而何其

芳写于抗战期间的#夜歌$则明显趋于朴实明朗!

现实主义写实成分大为增强" 其中的代表作#成

都!让我把你摇醒$不仅表现了对于现实的沉痛

感!也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压迫下的惊醒'

从前在北方我这样歌唱&

'北方!你这风瘫了多年的手膀!

强盗的拳头已经打到你的关节上!

你还不重重地还他几耳光$(

'北方!我要离开你!回到家乡!

因为在你僵硬的原野上!

快乐是这样少

而冬天却这样长"(

##C##

然而我在成都!

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

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

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

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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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

##C##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何其芳的这些作品虽然还说不上是优秀的现

实主义诗作!但其诗风向着现实主义的转化却是

非常明显的" 另一位*现代+诗人戴望舒的转变

亦相当典型" 戴望舒前期诗作中浪漫主义和象征

方法相交织!形成其独特的*现代+风格" 抗战爆

发后!戴望舒流亡香港!亲身经历了民族革命的斗

争实践!特别是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特窗生涯的

考验和屈辱困苦生活的磨练!诗风变得朴素凝重!

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特征" #狱中题壁$#我用残

损的手掌$ #等待$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当然!

戴望舒的现实主义仍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一般

人所想象的是从*现代派+向现实主义的简单回

归" 戴望舒现实主义诗歌的特点在于写实与象征

的结合而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写实" 这既是戴望

舒对自己的一种超越!也是中国新诗中现实主义

的一种有特色的表现形式" 此外如*现代+诗人

卞之琳!浪漫主义诗人穆木天,蒲风等!在抗战中

后期都明显发生了向着现实主义诗风的转变" 尤

其值得提到的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和新诗的发展!

中国新诗在抗战中后期逐渐形成*七月诗派+和

*中国新诗+两个较为成熟的新诗流派" 前者突

出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歌的结合!后者

则更多表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诗歌在特定语

境下的融合" 他们的出现把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

抗战中后期诗歌写实倾向中还有一个值得注

意的现象是叙事诗得到了较大发展" 其情形大约

如臧克家所述!抗战中期!*诗人们从战地,从农

村!回到大后方的都市!生活比较安定了一些/较

之抗战初期!诗人也真正深入了战时生活!初期的

那种高昂的情绪!浪漫主义的幻想!逐渐地淡化

了!破灭了!希望的光辉!也暗下来了" 这时候!诗

人有时间,有心情回忆,整理,消化蓄积下来的生

活经验!酝酿较大的诗篇" 有的为英雄烈士作传/

有的记述抗战的行迹和个人的感受!名副其实的

长诗产生了"+

-J.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力扬

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

#火把$!老舍的#剑北篇$!臧克家的#古树的花

朵$#诗颂张志忠$等" 这些长诗创作的具体情况

和所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普遍反映了抗战中

后期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一种趋势!是抗战前期

诗歌发展所没有的现象"

二

对于抗战时期诗歌的再认识!除了需要在时

间上注意抗战时期的诗歌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而表现出极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审美表征的演变

外!还需要从抗战时期诗歌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

而加以辨证考察!有的甚至还需要结合现代区域

文学互动发展带来的变化加以认识" 这主要是因

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抗战时期!一方面因为统

一抗战的需要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

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因为政治地理的分割而表现

出不同的区域文学发展趋势" 不仅台湾香港澳门

等地孤悬海外!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在抗战时期实

际上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分割的政治

地理格局!影响到抗战文学和整个现代文学的发

展" 中国现代抗战诗歌的发展!不能不受到这样

一种基本格局的制约" 原本统一的中国新诗显然

需要某种新的区域文学的阐释框架和阐释话语"

相对于解放区和沦陷区而言!抗战时期国统

区的诗歌和文学是研究得较为丰赡的一个领域!

已有的有关抗战诗歌研究的对象大多集中于此!

有关抗战诗歌的历史演进,诗人的创作梳理以及

诗歌作品的评价!大多是就国统区诗歌而言的"

其中!有关抗战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研究,七

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研究,抗战时期大诗人艾青,

臧克家,田间以及戴望舒,穆旦,冯至等的研究!都

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内

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诗歌研究存在的缺陷

和不足也是明显的" 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抗战诗歌样本的

选择上!较为注重作品的思想倾向!相对忽略作品

的语言艺术锤炼/而在对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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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于政治立场属于左翼作家的诗歌创作较为

重视!而对于大量其他作家的诗歌创作较为忽视"

其次!在艺术风格上对于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给予

较高评价!而对于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诗歌创作

评价不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于抗战时期

国统区诗歌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抗战时期解放区诗歌仍有诸多值得进一步讨

论的问题" 中国现代史上的解放区作为一个政治

地理概念!泛指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由中国共

产党及其政权控制的区域!以区别于国民党控制

的国统区和日本侵略者控制的沦陷区" 抗日战争

时期的解放区概念同时具有动态性!随着战争的

进展而不断变化" 陕甘宁边区是当时最大的解放

区!除此之外还有鄂豫皖,晋绥,晋察冀,晋冀鲁

豫,华东等著名解放区" 这些解放区从总体上讲!

社会经济基础较差!国民党的控制力也比较薄弱!

具有开展革命斗争的良好基础" 同时!伴随着抗

战的深入发展!大批文化人涌进延安这样的解放

区!造成前所未有的文化激荡" 这样一种大的政

治地理分野和解放区的基本面貌决定了解放区的

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解放区的抗战诗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抗战初期!随着全

民抗战的高潮!解放区诗歌同样处在一种激情和

亢奋的状态!朗诵诗和街头诗仍然是当时主要的

诗歌样式!直抒胸臆则是当时主要的诗歌方式"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收集的大部分诗歌作

品均体现了上述特征" 但由于解放区诗歌作者和

受众的特点!抗战时期解放区的诗歌更具有简短,

朴素和歌谣化等大众化特点" 田间的#假使我们

不去打仗$#义勇军$,阮章竞的#秋风曲$,方冰的

#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无疑都是这类诗作的代表"

但抗战时期解放区诗歌也并不是只有#歌唱二小

放牛郎$之类的作品" 特别是随着大批文化人的

涌入解放区!文学报刊得到了发展!诗歌的作者和

读者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变!诗歌创作也因此发生

了不小的变化" 例如!艾青在战前已创作了许多

优秀诗作!#%L# 年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从重庆辗转

到了延安!他的生活和诗歌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天

地!也给解放区诗歌带来新的气息" 在延安!艾青

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诗歌特色和艺术水

准" 他在延安创作的#古石器吟$#风的歌$#秋天

的早晨$#村庄$ #给太阳$ #黎明的通知$ #野火$

#献给乡村的诗$等!既是艾青这一阶段诗歌创作

的代表!也展示了抗战时期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丰

富性" 在他的#献给乡村的诗$里!艾青写到!他

要把他的诗献给中国的一个小小的乡村" 这是一

个怎样的乡村啊3

我想起那些简陋的房屋%%%

它们紧紧地挨挤着!好象冬天寒冷的人们!

它们被柴烟薰成乌黑!到处挂满了尘埃!

里面充溢着女人的叱骂和小孩的啼哭*

屋檐下悬挂着向日葵和萝卜的种子!

和成串的焦红发辣椒!枯黄的干菜*

小小的窗子凝望着村外的道路!

看着山峦以及远处山脚下的村落"

艾青那种对现实特有的敏感!他的忧郁和同

情心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他的现

实主义诗歌艺术也得到了提升"

另一位抗战时期来到延安的诗人鲁藜的#延

河散歌$显然也不是现实主义诗歌所可以简单概

括的"

在夜里

山花开了!灿烂地

如果不是山底颜色比较浓

我们不会相信那是窑洞的灯火

却以为是天上的星星

如果不是那

大理石般的延河一条线

我们会觉得是刚刚航海归来

看到海岸!夜的城镇的光芒

我是一个从人生的黑海里来的

来到这里!看见了灯塔

但战时的延安毕竟还有诸多并不理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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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在诗人的笔下也间接得到反映" 更重要的

是!战时的延安虽然生活艰难!却仍然保持了一种

宽松的文化氛围" *口诛笔伐,针锋相对,直接坦

率,不讲情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一种基本

作风"+

-$.这使得延安时期的诗歌在抗战主题的

前提下!仍然能够保持多样化的题材和风格!而不

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单调" 下面是一位并不著名

的解放区诗人吴越的#布谷鸟$'

清夜醒来!

布谷鸟

把它的浸渍着心血的歌声

滴进我的灵魂##

啊!热情的鸟啊!

你比我醒得更早*

你已久久睁着你那燃烧的双眼!

望穿了沉沉的暗夜而迎接天明"

啊!你!

你终于冲出了重浊的浓雾封锁的林谷!

以你的锋利的翼尖劈破潮湿的夜空!

把你的歌声注向大地##

像这样完整而成熟的意象抒情诗不仅在延

安!就在整个抗战诗歌中也是不同寻常的"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诗歌发展在过去一直受到

忽视" 这主要是因为沦陷区文学本身的特殊性以

及研究材料的诸多限制" 上世纪 %" 年代以来!随

着研究资料的发掘和一批研究成果的问世!抗战

时期沦陷区诗歌的风貌开始逐渐展示出来" 其中

尤其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主编的#中国沦陷区

文学大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K&的出版

填补了该领域的重要史料空白" 与当时整个沦陷

区文学一样!沦陷区诗歌一方面不得不受到侵略

者文化管制体制的严厉限制!另一方面又在合法

外衣的庇护下含蓄表达了*抵抗文学+的声音!有

的则以表现出与沦陷区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峙的审

美趣味的姿态出现" 其中!丁景堂,南星,路易士,

吴兴华,毕基初等是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人"

毕基初%#%#%)#%H$&!山东威海人!毕业于

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上世纪 &" 年代开始发表作

品!华北沦陷后在北平的中学教书!为当时有影响

的青年作家" 毕基初的创作以小说和散文名世!

诗歌创作亦有影响" 毕基初的诗歌创作多写寂寞

忧伤的情感体验!在梦幻般的想象中抒发身处国

破家亡的身世之感" 代表作有#废宅$ #幸福的

灯$#射击$等" 下面是他的一首散文诗 #长门

怨$!可以从中感受到毕基初诗歌的基本风格"

你门前生满青青的草!忧郁的长相思堆满了

贴着日子的手册"

+书页里夹着丁香树的心形页!犹未忘情于

书里的故事!仍指点着

一串逝去的恋歌" 但褪色的木叶上却多斑斑

的泪痕了",

怀念远方的海上!你乃在桌子上摆设了一支

小银船" 银船上有泪雨

湿了帆!沉重的载负!沉重的怀念"

无弦琴悄悄的啜泣于秋风里!想念春天熟稔

的抚摸!如今春天是夕

阳外的记忆!我的手指感伤的弹着异地夜里

的蜡花"

你冷落了往日我们走过的路!听孤独的蛩音!

会想起远行人"

梦里有橄榄味的清苦!灯光朦胧有如黄昏雨!

你桌上是长久的阴

雨天!雨天的忧愁!雨天的哀怨!织成了你新

的凄凉!新的苦愁"

这样的作品自然不可能做到把诗歌当做匕首

和投枪!直接刺向侵略者心脏!但把它放到当时日

本统治者企图把中国纳入所谓大东亚文学圈的背

景去看!如此独特的凄苦风格仍然从美学上显示

了诗人的爱国情怀"

南星%#%#")#%%$&!原名杜文成!笔名南星,

石雨,林栖等!河北怀柔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

语言文学系" 上世纪 &" 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著有诗集#石象辞$,散文集#松堂集$等" 南星的

诗歌创作处于沦陷区日本侵略者的严密控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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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难以有更大的作为" 南星一方面在文字中为

自己解脱!认为*人生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摆

弄的!于是有无数无可奈何的惆怅!而悲叹!叹息

或呼喊都没有用的!我们除了安于命运之外再没

有更聪明的办法了"+

-H.另一方面!南星在看似平

和的诗句中透露出特定的故国情怀"

不知从哪一个窗格透出来的

人语中似有旧识的声调

那不是几个生客么

我在他乡度过了多少岁月

灯尖已没有踪迹了

只有一丛丛的花木仍在

它们的黑影是柔和的

虽然这季节里充满了严寒

%%%-深院.

诗中流露出某种怀旧的情绪!*旧时的声调+

*他乡+*季节里充满了严寒+等都指向某种故国

的眷念情怀" 南星的诗具有较为成熟的现代诗歌

方法!同时不少作品包含着繁复的古典意象" 张

中行在#诗人南星$中评价南星的诗歌*词句清

丽! 情致缠绵! 常常使人想到庾子山和晏

几道"+

-K.

丁景唐%#%!") &!原籍浙江宁波!#%!" 年出

生于吉林市!& 岁时随父亲回到宁波镇海乡下!

#%&H 年随姑姑定居上海!#%&K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LL 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 丁景唐

上世纪 &" 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写诗和散

文!上海沦陷后曾在*孤岛+编辑文学刊物!参加

文学活动!出版有诗集#星底梦$!被认为是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富有民族自尊心的青年学生!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沦陷时期的苦闷彷

徨与期盼冲破沉闷现状的双重心情!亦寄托诗人

纯真的童心与向往"

晶莹的是满天的星星!F纯真的是无邪的童

心" F黑夜中的孩子伸手

向天&F'%%%星星!给我)(F惹得母亲笑&F

'宝宝睡觉!妈摘给你)(

孩子的脸F漾浮着笑靥!F喜悦满天的星粒跌

落胸兜里!F学姊姊栽

花把米撒在黑土地&F'星星%%%开花)(

'愿孩子!你多福) F星光下的梦!F会在未来

的日子中开花)(F

于是母亲关上窗! F便也有一个星光的梦!F

依偎作长夜的温存"

%%%-星底梦.

丁景唐另一首#向日葵$写作者怀念荒郊中

野生的向日葵*生就有一付倔强的性格!F)))钢

铁铸成的脊骨" F在荒郊中!它撑住了黑暗!F在风

雨中!它喜爱逞斗3+该诗具有一种在沦陷区诗坛

是很少见到的清新和明澈的风格!更直接表达了

一种热烈的战斗的精神"

路易士%#%#&) &!本名路逾!原籍陕西周至!

#%#& 生于河北清苑!#%!L 年定居扬州!#%&& 年毕

业于苏州美专!#%!% 年以路易士笔名开始写诗!

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阵营的重要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转于汉口,长沙,昆明,香港,上

海等地!曾任国际通讯社日文翻译!主编诗歌月刊

#诗领土$!是上海沦陷区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LK 年!路易士易名*纪弦+!离沪赴台湾!创办了

#现代诗$季刊!发起成立现代诗社!提倡所谓*横

的移植+!引起台湾诗坛关于现代诗的大论争!成

为台湾现代诗派的开创者!#%H$ 年后定居美国"

路易士在上海沦陷区期间创作出版的诗集主要有

#%LJ 年 L 月出版 #三十前集$" 该诗集为作者

#%&# 年至 #%L& 年代表作品的编年集!共收录诗

人作品 !#! 首!注明为*诗领土社丛书第一种+"

其中#我之出现$被认为颇有代表性!被认为是路

易士自我形象和他在沦陷上海文坛形象的一个绝

妙刻画'

-%.

十足的W-)"

十足的W-)"

十足的W-)"

哦) 一组磁性的音响"

修长的个子!

可骄傲的修长的个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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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最男性的黑色的大衣!

拿着最男性的黑色的手杖! C

黑帽! C

黑鞋! C

黑领带& C

纯男性的调子" C

予老资格的小母狼 C

以吻之触觉的/味道的 C

慷慨的布施的 C

是植在唇上端的 C

一排剪得很齐的冬青列! C

满口的淡巴菰臭" C

哦!十足的W-)) C

哦!十足的W-)) C

哦!十足的W-)) C

一匹散步的长颈鹿" C

一株伫立的棕榈树" C

吹着口哨! C

出现于 C

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之 C

最豪华的中心地带! C

比当日耶稣 C

行过耶路撒冷的闹市时 C

更具吸引力的啊"

路易士的另一首#傍晚的家$则从另一个侧

面表现了沦陷区的生活!受到同为沦陷区作家张

爱玲的关注"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C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C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C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C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C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如果说上述两首诗作还只是间接与抗战主题

有所关联的话!下面这首#五月为诸亡友而作$则

更为直接切入战争和时代!颇类似毕加索的名画

#格尔尼卡$!在看似凌乱的意象中表达了抗战的

主题"

我的记忆是一个广场!其上立着有许多尊我

的朋友们的铜像" 那些写诗的手!刻木刻的手!拿

画笔的手是我握过的" 那些作曲!弹 _4-)+!演奏

小提琴的手是我握过的" 他们也我痛了我的" 啊

啊多么悃挚!多么温暖) 那些友谊使我怀念!使我

流泪!使我伤感" 那些心胸都很宽厚!那些灵魂都

很善良!和我一样" 他们的年龄也都和我相仿"

但是他们死了!连一个也来不及饮我的房0胡登

朱古力了" 有的死于坠马!死于轰炸*有的死于咯

血!死于肺病*有的死于贫穷!死于饥饿*有的死于

忧郁!死于疯狂或自暴自弃" 他们死了" 剩下我

的岩石般的孤独和遣不

去的哀愁" 我的哀愁是和五月一样的##

大时代的轮子辚辚地辗过去" 铜像沉默!而

我心碎"

纪弦%路易士&晚年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第

一部$曾对他在沦陷区生活有所涉及'

是的!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

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 但我也不是

什么'文化汉奸(!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

家民族的事情" 我没有'认贼作父(!我没有'卖

国求荣(!我手上没有血!我心里也没有阴影"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

-#".路易士 #%L! 年的#巨

人之死$诗实为悼念前苏联大革命家托洛茨基!

并非为悼念一名被抗日特工用斧砍死的汉奸而

作" 另一首#炸吧3 炸吧3$也不是所谓赞美敌机

轰炸重庆" 同时!路易士在 #%&K 年 % 月 $ 日香港

#星岛日报$还发表过一首#诗人们!到前线去3$

的散文!鼓动诗人搁下他们的笔!荷起枪来!走上

前线去" 但该文同时也披露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一

则史料!说是路易士 #%LL 年 ## 月 #! 日在南京参

加由亲日的伪政权组织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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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时!写有#巨星陨了$一诗悼念汉奸汪精卫" 如

果上述材料均属实的话!路易士确属一位具有复

杂的政治倾向和诗歌创作的沦陷区诗人" 他在沦

陷区期间的诗歌创作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加以区别对待"

不过!随着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

研究的深入!另一位重要诗人的名字逐渐浮出水

面!他就是被称为燕园才子的吴兴华" 吴兴华

%#%!#)#%$$&!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笔名有

兴华,梁文星等" 青少年时期随父母在津京度过!

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崇德中学!#%&H 年

初中毕业后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L# 年毕业

留校任教!曾在北平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供职"

#%LJ 年抗战结束后回到燕京大学任教" 新中国

成立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吴兴华曾任北京

大学西语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

惨死于非命" 吴兴华的诗歌创作开始于 #%&$ 年!

#%&H 年 #$ 岁时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杂志上发

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受到诗坛重视" 日

军占领北平期间!由于父母双双亡故!吴兴华一方

面要担负起抚养几个弟妹的责任!另一方面却继

续在几个朋友所办的#燕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表

诗作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吴兴华诗歌创作受

到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洋诗歌的双重影响!以一种

特殊的方式表达诗人在时代重压下的家国身世之

感" 如他的#绝句三首$'

一

黄昏陌上的游女尽散向谁家CCC

追随到长巷尽处不识的马车

一春桃李已被人践踏成泥土

独有惜影的红衣掩映在长河

二

高揖马鞭于熙来攘往的路崎CCC

万户千门垂杨下我伫足沉凝

一夜的西风长安为落叶之国

不得不珍惜多年无尘的素衣

三

断肠于深春一曲鹧鸪的声音CCC

落花辞枝后羞见故山的平林

我本是江南的人来江北作客

不忍想家乡此时寒雨正纷纷

吴兴华的这些诗意象繁复!词句整饬!音律协

调!与新月派时期朱湘和现代派时期的何其芳有

相似之处!被认为具有一种新古典主义风格" 吴

兴华也有的诗写得较为平易!以一种更为成熟的

现代主义诗艺表达诗人对时代的感知"

巷口的小学在五点钟F关门了!静默重新阔步

走来!F惟有几丝幼小者的啜泣!F似乎被人留下"

炊烟凝定在空中!F木叶如一群灰鼠爬着F空

气的阶级梯!上!上!又上!F然后头朝下地落下来"

点亮了灯!小店又呈露活气%%%F一个女人围

着白的围裙!F用苕帚敲着地!F咒骂一条似在深思

着的狗"

月!夜的浅蓝胸衣上F一颗不很亮的扣子!F然

而有着异常魅惑的光辉!F升上来!正缀在学校的

旗上"

%%%-随笔.

吴兴华曾被认为 &" 年代中国诗坛出现的一

颗新星!可惜好景不长!仅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短暂

如流星划过!不然理应有更大的成就"

对于抗战诗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除了

受到审美客体的诸多复杂限制外!更重要的是还

受到来自审美主体视域障碍的遮蔽!其中有关审

美意识形态的纷争更是成为影响抗战诗歌审美评

价的主要原因" 这就涉及另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

复杂的命题!本文暂不涉及!希望留待今后另作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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