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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东北都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中的

一种决定性变量，特别是近代以来更成为决定中国

社会政治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当然，这种作用不

单纯是东北自生的功能，而是多种因素叠加和交汇

的结果。东北文化既是文化空间概念，同时更是历

史延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空间区域的多种历史文

化的积累，是一种时空统一的文化复合体。值得注

意的是，除了抗战时期的特殊因缘使“东北作家群”

名噪一时外，作为东北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表征的

东北文学特别是东北解放区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并未能够被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加以进一步

的阐释和定位。

一、重回东北解放区文学现场

如何重新发掘新资料，通过回归文学现场，复现

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整体面貌，深化文本的历史理解，

是新时代东北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十分明显，

对东北解放区文学的系统研究有利于更全面总结解

放区文学的成就，更加有利于把握延安文艺传统与

东北解放区文学内在的关系及其对新中国文学制

度、观念、创作等方面的影响。东北解放区文学处于

东北现代文学快速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土改文

学、工业文学、战争文学等方面代表了1940年代解放

区文学最前沿的成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以下简称《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观念的全面实

践。当然，文艺研究不是从文艺开始到文艺结束，而

是以“历史视角”“时代视角”对东北解放区文学进行

分析，来把握东北解放区文学对于东北地区乃至全

中国新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东北解放区文

学创作基于延安文艺传统，是《讲话》确立的文艺方

向的具体实践，对东北解放区文学运动、文艺理论的

全面审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

对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深入研究，探寻人民文艺理论

的历史源头，对于当代文艺创作、审美观念的引导具

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一直以来受地域因素、资

料整理程度、研究者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东北解

放区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尚

未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东北解放区文学无论

是在中国大文学史中还是在东北文学和文化发展的

历史中，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与东北社会政

治属性的变革相一致，东北解放区文学最初也是从

叙述十四年殖民地悲剧故事，表现家国情怀开始的。

在一批最前沿的左翼作家流亡关内之后，东北

文学经过了一段艰难而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在表

面繁华而内在凶险的沦陷区文艺界中，中国作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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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艺手段或明或暗地与侵略者进行抗争，并因

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这种状况到了1945年“光复”之

后发生了根本改变，东北文学一方面回顾过去的苦

难，另一方面表现对新生活的憧憬，这正是后来东北

解放区文学的心理基础，而日渐激烈的国共斗争又

为东北文学的走向、为解放区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具

体的现实基础。这与以萧军、罗烽、舒群、白朗、赛

克、金人等为代表的东北籍作家的返乡和东北沦陷

区留守的左翼作家关沫南、陈隄、山丁、李季风、王光

逖等人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当然，随着我党十几万

军政人员一同出关的延安等地众多文艺家在东北文

学的创设中更是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这其中已经

成名的有刘白羽、周立波、丁玲、草明、严文井、张庚、

吴伯箫、华山、陆地、公木、方青、任钧、雷加、马加、陈

学昭、西虹、颜一烟、林蓝、柳青、华山、师田手、李克

异、蔡天心等。

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创作直接继承了延安文艺特

别是毛泽东《讲话》精神，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东北解

放区创办了《东北日报》《中苏日报》《东北民报》《关

东日报》《辽南日报》《西满日报》《大连日报》《松江日

报》《合江日报》《吉林日报》《胜利报》等报纸，这些报

纸多为党的机关报，其文艺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艺

作品、理论文章以及文艺动态，对于东北解放区文学

的引导与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创办了

《东北文学》《东北文化》《文学战线》《人民戏剧》《白

山》《戏剧与音乐》等文学杂志以及东北书店、大众书

店、光华书店等出版机构。这些文艺刊物和书店对

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北

解放区文学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和毛泽东《讲话》

精神的指引下，像东北区域的其他工作一样，迅速进

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

二、十四年抗战的文学书写

现代东北文学在新文学运动初期虽说是晚于也

弱于内地文学发展的，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

生，新起的东北文学和作家被国难推到了文坛中心，

萧红、萧军等青年作家更直接受到鲁迅的关注扶持，

迅速成为前沿作家。这样一批流落到上海等内地都

市的青年作家由此而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从此奠

定了东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然而，

正像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文坛也变得

相对平静舒缓一样，除了萧红、萧军等人外，东北文

学和东北作家也逐渐失去了文坛的关注。应当承

认，包括萧军在内的一些东北作家创作，其文学成就

和文坛名声之间并不完全相符，是时代造就也是时

代提高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但即使从纯文学的角

度来讲，学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认识也还是不足

的。对此，笔者也有一个认识转化的过程。过去单

纯从多数东北作家群成员的创作进行判断，感觉有

某些艺术价值之外的因素在评价中发生了作用，可

能其地位有些“虚高”。但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

史来说，艺术之外的价值判断就是艺术判断本身。

或者说，社会判断、政治判断就是中国文学史评价的

根本性尺度。因为，在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群体的

意识之中，政治的责任感和社会的使命感几乎是与

生俱来的。而中国20世纪风云激荡、救亡图存的社

会存在又为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提供了最好的生长

环境，“悲愤出诗人”“文章憎命达”，文艺创作便与政

治、民族、伦理等融为一体，脱离了这一切，文艺也就

失去了时代与大众。所以说，无论是具体作家作品，

还是文学史研究，没有了这些“外在因素”也就疏离

了文学史的本质。因此，东北作家群是时代的产物，

也是时代文艺的产物，必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

重重地书写一笔。作为后人，对于历史做出评价可

能是轻而易举的，但就是在这轻而易举之中往往也

就曲解甚至歪曲了历史，委屈了历史人物。“东北作

家群”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单一的，因为对于中国现代

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史、学术史的评

价，而是一种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评价。正如鲁迅为

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所做的序言：“这《八月

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

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

《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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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

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

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

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如鲁迅所言，

《八月的乡村》后来果然被禁，也正如鲁迅所说，“如

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

是一部很好的书”。①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现代第一部抗

日题材长篇小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第

一部长篇小说，其意义和价值是特殊和特有的，不可

单单以艺术审美的标准来看待这部作品。“东北作家

群”创作和存在的意义，不只是为1930年代中国文坛

增添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内容和东北文学特有的审美

风格，更在于最早向全国和世界传达出中华民族抗

敌御辱的英勇壮举，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声

音。而且在大抗战历史观视域下，通过“东北作家

群”的创作为“十四年抗战”史提供了证据。这种历

史的叙事和民族的记忆同样反映在东北解放区早期

文学创作中。

东北解放区创建和解放区文学发生的时间，决

定了其将“十四年”沦陷史的悲歌和“十四年”抗战史

的战歌作为早期文学的重要内容。这种环境和故事

的特殊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可贵和独特的。

这是一曲民族的英雄赞歌，也是一种历史的悲惨记

忆。早期东北解放区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以描写抗日

战争和敌占区斗争为主，展现了东北区域历经十四

年劫难后重现新生的精神力量。但娣(田琳)、朱媞、

奚子矶、蓝苓、鲁琪、金刀、袁犀(李克异)等人的许多

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十四年”抗战书写是东北

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做出的最壮美和最独特的贡

献，也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短暂的时刻不过

是历史的瞬间，但对于千百万中国东北人民来说，却

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复杂的体验。在殖民地奴

化教育中，东北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当沦陷区变为解放区时，人们的思想必然有一个

复杂转变的过程。范政的中篇小说《夏红秋》就描写

了辽南某文工团员夏红秋由一个“满洲姑娘”转变为

一个“女八路”的复杂过程，心理描写细腻，人物思想

转变具有代表性。正如舒群的评论所说，“《东北日

报》的‘尽量办好中学’社论，曾根据第一届教育会议

做有以下的结语：‘在东北青年学生中还有很大一部

分没有摆脱敌伪的奴化教育和蒋党的愚民教育的影

响，依然还是盲目正统观念，反人民思想在他们头脑

中占统治地位。’我认为这正符合客观现实、也正符

合《夏红秋》的内容。社论还说：‘经过两年的实际教

育，东北知识青年的思想是逐渐在发生变化。’而且，

事实证明现在已有千万东北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在

与工农结合和为工农服务。我认为这正是客观现

实，也正是《夏红秋》的内容。因此，我认为《夏红秋》

的内容，基本上忠实地反映了东北知识青年的主要

问题，概括地反映了东北青年的主要现实问题。因

此，夏红秋有典型性。”②小说开篇就写道：“为什么不

早告诉我是中国人呢？我真的恨我的父母。”舒群认

为，不知道或不大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东北知识青

年，不止夏红秋一个人，而是夏红秋们的实际情况。

像她，自以为“满洲国最标准的小国民”，必然“努力

念日文”。像她，“满洲国最标准的小国民”，“走到大

和区，看到马路干净，日本人懂礼貌，文化程度又很

高，大和女高出来的学生，一个个像蝴蝶似的洁白好

看。而满系人呢，无秩序，不团结，并且有不少要饭

的，抽大烟打吗啡的，大部分目不识丁，更谈不上科

学了”，必然想到“什么时候满洲国才能和日本一样

的文明强盛呢？”舒群反复强调，敌伪奴化教育的恶

果，不止影响到夏红秋一个人，而是影响到夏红秋

们。东北光复后，夏红秋们又将国民党政权视为正

统，渴望“蒋委员长”来拯救他们。③而与此同时，署

名“桦”的批评家在《读〈夏红秋〉》中也做出了类似的

评价：“《夏红秋》依然是一篇有其本身作用的作品，

优秀的作品。‘八·一五’后的夏红秋，她所表现的思

想行动，恰能代表那时期大部分东北知识青年的盲

动性和动摇性。”④但是，后来草明发表文章《论人物

与歌颂——评〈夏红秋〉》，认为人物“不可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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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不是一般东北知识分子的典型”⑤。

于毅夫的散文《青年们补上十四年这一课》深刻

而沉重地描写了十四年殖民统治下东北人的精神状

态和文化演变：

这许多现象，说明了东北在十四年殖民地化的

过程中，文化生活上是起了很大的变化。翻阅伪满

的“满语国民读本”一看，真是“协和语”连篇，如亚细

亚竟写成了アジヤ，俄罗斯竟写成口シヤ，有的人一

直到现在还把多少元写成多少円，这都是伪满“协和

语”的残余，说明殖民地残余的文化还在活着，还没

有死去，这在今天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仔细

想来，这也难怪，因为日本的魔手，掌握了东北十四

年，今天一旦解放，希望不着一点痕迹，这是完全做

不到的，要从历史上来看，它切断了东北历史十四

年，这十四年的历史是很黯淡的被抹掉了，十四年来

也的确是一个大变化，在这期间多少国家兴起了，多

少国家衰落了，多少血泪的斗争、多少波浪的起伏，

都被日本鬼子的魔手所遮断！我回到家乡接触到成

千成百的青年，几乎都不大明了这十四年来的历史

真相，有的连中国内部有多少省都不知道，连云南、

贵州在哪里都不晓得。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较早地认识到经历了十四

年的奴化教育之后，如何对东北人民进行民族和民

主意识的启蒙是至关重要的思想文化工作。“历史是

不能停滞的，殖民地残余文化必须要肃清，法西斯毒

化思想也必须要肃清，既然是日本鬼子切断了东北

历史十四年，既然法西斯分子要篡改这一段历史，那

我们就应该设法补足这十四年的历史！要做到这

点，我想青年们今天的迫切要求，不是如何加紧去学

习英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读死书本事争分数

之短长。准备到社会上去找一个饭碗，而是如何加

紧去学习新文化，如何加紧学习社会科学，如何去改

造自己的思想，如何进一步的去改造这遭受法西斯

思想威胁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我向青

年们提议要加强你们对于新文化的学习，加强对于

社会科学的学习，特别是政治的学习，不要把自己圈

在课堂里，圈在死书本子上。新青年要掌握着新文

化，新思想，才能创造起新中国新东北！”⑥中国十四

年抗战由东北始而又由东北终，一始一终包含着东

北人民的辛酸苦辣和血雨腥风。东北解放区建立伊

始，就以东北和中国军民十四年的抗日斗争作为文

学书写的内容，这是对中国历史和民族的贡献。

三、阶级伦理与革命逻辑的文学表达

阶级伦理与革命逻辑表达是东北解放区文学创

作在思想上极为普遍的一个主题。吴伯箫以毛泽东

《讲话》为指引，强调要“把这种大众的情感、思想和

意志联合起来，而加以鼓励。为人民的文艺应当像

人民(作为最广大的集体来说)本身一样要是健康的，

前进的，乐观的。像忧郁、消极、悲观、纤弱、琐屑、无

病呻吟、吟风弄月，一切苍白的颜色，喑哑的调子，都

应当从我们人民的文坛上扫除净尽。像吉尔波丁

(W·Kirpotin)说的，我们应代之以‘真正人类的特色：

自重，积极，进取，对压迫、榨取，非理的不堪忍受，集

体精神，敬重妇女，求知识，求文化的志向’等。我们

的文艺是应当替人民解决问题的”⑦。这是一种政治

革命的启蒙和阶级斗争的宣言，这种思想与 1930年
代左翼文艺一脉相承，只不过中国社会现实为这种

主题提供了更为广泛而坚实的生活基础。抗战胜利

后，我党为了开辟和巩固东北解放区，使之成为解放

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基地，进军东北，抢占战略制高

点。可是，最初人民军队所处的环境与山东等老解

放区完全不同，因殖民地统治和国民党宣传，中共政

权和军队并没有获得正统地位。正如李衍白在散文

《黎明升起——巨大变化的东北一年间》中所写到的

那样：“群众在犹豫中，岁月在艰苦里。这就是我们

在东北土地刚刚开始播种，还没有发芽开花时的现

实遭遇。”⑧此时，革命军队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优势

又体现了出来。我党在部队中开展了“诉苦运动”，

主题就是“谁养活了谁”。这种阶级伦理和革命逻辑

颠覆了中国东北乡村社会的封建伦理，启蒙了官兵

的阶级觉悟，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种阶级伦理和革命逻辑在土改斗争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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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方青的短篇小说《翻身屯》讲述

了这个朴素的道理：

像赵三爷那号人，把咱穷人的血喝干了，咱们才

不得不去找口水喝饮饮嗓；他们喝干了咱们的血没

有一点过，咱们找口水喝饮饮嗓子就犯了罪？旧社

会就是这么不公平！他们还满口的仁义道德，呸！

雇一个扛活的，一年就剥削好几十石粮食，还总是有

理！穷人的孩子偷他个瓜吃，就叫犯罪，绑起来揍半

天，这叫什么他妈的道德？咱们要讲新道德，咱们贫

雇农的道德；就是用新道德来看咱们贫雇农；像上边

说的那些犯了点毛病的，都不要紧，脸上有点黑，一

擦就干净了，只要坦白出来，都是穷哥儿们好兄弟。

一句话：只要是姓穷的就有理，穷就是理！金牌子上

的灰一擦净，还是金牌子。家务事怎么都好办！李

政委讲的话刚一落音，大伙高兴地乱吵吵起来：“都

亲哥儿兄弟么！”⑨

土地改革是东北解放区文学最为引人关注的问

题，也是极具写实性的“穷人翻身”故事，许多文艺经

典都描写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周立波的《暴风骤

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白朗的《孙宾和群力屯》、

井岩盾的《瞎月工伸冤记》、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

李尔重的《第七班》、西虹的《英雄的父亲》等作品。

马加的《江山村十日》描写土改工作组“一个新

干部，去年四平撤退以后，他到这个屯子分地，农会

的任会长领着他到地里钉橛子。可是，老百姓都不

敢要地”。“老百姓不敢要地，一定有他的道理。”“老

百姓怕‘中央军’过来割脑袋，怕胡子抢。”⑩这是底层

民众的切身感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逻辑和文

化伦理的一种机制与经验。在白刃的小说《小周也

要当英雄》中，贫苦的少年小周土改后分得了土地，

便积极要参军。由于年龄小未被批准，于是找县长

说理。在县长办公室里，他说：“我从小给地主放猪，

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八路军来了，分给土地房

子和牲口，俺们才翻了身……不打倒老蒋，分的东西

和土地……都保不住，我坚决要求参军上前方。”这

是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之后，东北解放区文

学中反复表达的一种阶级的伦理、革命的逻辑。新

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实践为底层民

众提供了一种保障，中断了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

的逻辑与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底层民众的革命

积极性。

东北解放区文学的土改叙事无论是从思想主题

还是从艺术形象来说，都是 1920年代以来红色苏区

和敌后解放区文艺传统的继续与发展。与此前新歌

剧《白毛女》中的“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

成人”、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中的“要是不革命

穷人翻不了身，要是不革命咱俩结不了婚”的主题是

一样的体验、一样的情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普

遍的阶级觉悟，这种觉悟不是一种个人和少数人的

觉悟，而是广大底层民众共同的觉悟。更为可贵的

是，这种觉悟是在中国文学包括五四新文学思想主

题中所未曾普遍出现过的，使以往新文学中的大众

意识成为一种阶级的伦理。正是这种普遍的觉悟才

带来广大民众对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与人民军队的

坚定支持，才有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老

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手推

车推出来的，而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发展和辽沈战役

的胜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军出关10万部队，三年

之后入关120万大军。百万大军百万民工，个人的、

阶级的和国家的互为关联，新生政权就是各种力量

汇集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过去所说的新中国是历

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种逻辑就具体地体现在

东北解放区建立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事实之中。

中国共产党建党28年，中国人民子弟兵建军22年而

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一定有其内在的

逻辑。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选择”。它不仅以一种

政治话语存在于历史教科书中，更以具体生动的故

事情节存在于东北解放区文学中亦即历史的实践

中。在 1980年代文化观大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影响

甚大的言论。而这种言论最后成为讨论的一个普遍

结论，那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今天看来，对于启蒙

本身人们做了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实，救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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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一样，本身都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救亡与启

蒙都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内容，人的解放包括思想的

解放、政治的解放和经济的解放，三种解放共同构成

了人的解放的总的主题，这三种次主题在不同的社

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侧重和层次。因此，和五

四新文学的思想解放、抗战文学的民族解放一样，

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文学

中的阶级解放，同样是人的解放的构成部分。

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和描写休戚相

关，关于革命战争的书写成为东北解放区文学最为

主要的内容。革命逻辑和阶级意识决定了翻身农民

参加革命军队、英勇战斗的思想动力和道德境界。

革命理想主义、革命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成为东北文学创作思想的基本构成，也是东北解放

区文学主要的审美风尚。这种简单明了的思想昂

扬向上的精神本身就具有一种审美特质，由此奠定

了新中国文艺的审美基调。在东北解放区文学作

品中，无论是描写抗日战争还是描写国共战争，都

普遍具有鲜明而朴素的阶级意识，粗犷而豪迈的革

命情怀。

蔡天心的诗歌《仇恨的火焰》描写了在觉醒的阶

级意识支配下东北民主联军官兵的战斗情怀：“仇恨

燃烧着，/像火一样烧灼着广阔的土地。/听啊——大

凌河在狂呼，/辽河在咆哮，/松花江在怒吼，/在许多

城市和乡村里，/哪儿出现反动派的鬼影，/哪儿就堆

成愤怒的山，/哪儿有敌人的迹蹄，……我们要/用剪

刀剪断敌人的咽喉，/用斧头砍下他们的头颅，/用长

矛刺穿他们的胸脯，/用木棒打折他们的脚胫，/用地

雷炸弹毁灭他们，/用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武器，/打
垮他们，/然后用铁镐把他们埋掉。/我们要用生命，

用鲜血，/保卫这自由解放的土地，/不让这反动派停

留！”这种激情在解放区的散文、报告文学和战地通

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丁洪的《九勇士追缴榴弹

炮》、马寒冰的《战斗中江南》、王向立的《插进敌人的

心腹》、王焰的《钢铁英雄王德新》等。这些作品内容

真实、情感深厚，延续了抗战时期和延安时期散文书

写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审美特征。这些既

有写实性又有抒情性的东北解放区散文创作在战争

中凝聚人心、彰显力量，具有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四、近代东北大工业景观的文学塑造

最为难得的是面对东北发达的近代工业景观，

作家们较多地描写了城市工厂和工人们的斗争和生

活，直接影响和构成了新中国工业题材文艺的创作。

东北的近代工业发展一直领先于全国，无论是

轻重工业还是交通业以及城市建设，都具有很好的

基础，培养出了庞大的现代产业工人群体。工业的

发达和产业工人群体的出现，不只是作为一种经济

基础而存在，更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和都市景观而

存在，这为现代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和社

会基础。光复之后，面对劫后余生的沈阳、长春、大

连、哈尔滨、抚顺等地的工业设施，解放区作家受到

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是与内地很多近代手工业作坊

完全不同的景象。身处这种现代产业和都市生活之

中，作家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经过无产

阶级思想启蒙，工人们为了保护工厂和恢复生产能

力所表现出的忘我精神和高超技术，使从未见过现

代工业景象和现代产业工人气质的文艺家们感动和

激动，作家纷纷描写现代工业生产和城市新生活，从

而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除了

大家熟知的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等小说之外，

还有大量的散文通讯和戏剧作品描写了现代工业景

象和工人生活。如散文通讯有孙志良的《头一天，远

电电滚班》、李衍白的《工人的旗帜赵占魁》、李浩章

的《镜泊湖的劳模大会》、沉引之的《沈阳长春剪影》、

陈学昭的《一个铁路员工的家里》、林更史和从民的

《5号发电机》等。特别是值得关注的是东北解放区

戏剧中的工业题材创作，如刘相如的《献器材》、江浪

的《表与轮带》、蓝澄的《废铁炼成钢》、李鹰航等人的

《立功》、杨蔚等人的《大竞赛》、陈其通的《炮弹是怎

样造成的》等。这些戏剧作品大多是秧歌剧，短小、

新颖，但也略显粗糙。

工业题材和工人形象是五四新文学中十分欠缺

··4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21.10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的内容，这可能与乡村中国和作家出身有着直接的

关系。正像古代文学中李白咏叹烧石灰人的诗作不

能算作是“工业题材”或“工人形象”一样，现代文学

中一些所谓描写工人形象的作品也不能说是真正的

工业题材创作。例如，五四初期文学中的人力车夫

形象一时成为热点，胡适、鲁迅、郁达夫以及后来的

臧克家等都创作了以人力车夫为主要形象的文艺作

品。但是，这些人力车夫形象的描写多是外在的、粗

线条的勾勒，没有深入到其内心世界，没有展现出其

与传统农民不同的精神气质。而且，在中国近代工

业初具规模的时代里，人力车夫并不是真正的现代

工人的代表，其本质甚至身份上仍然是乡村农民。

人们都将老舍的《骆驼祥子》作为描写工人形象的优

秀作品，但是从出身到气质，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

祥子都是一个流落到城里的地地道道的破产农民，

至多是一个缺少市民意识的市民形象。他将拥有一

辆属于自己的车作为终生奋斗的理想，将车视为一

块能跟随自己游走的田地，认为只要自己肯流汗，田

里就会长出养活自己的“嚼谷”。这是中国传统农民

一种典型的对于农具和土地的崇拜。蒋光慈、茅盾、

路翎等人的小说中虽说集中笔墨塑造了少许现代工

人形象，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20年代末

革命文学和其后的左翼文学，除了蒋光慈的小说《田

野的风》《短裤党》和茅盾的小说《子夜》之外，以工人

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还是非常稀少的，而且蒋光

慈描写的回乡发动农民起义的烧炭工人张进德的形

象，相当概念化和粗线条。至于从未在工厂生活和

与工人接触的茅盾，在《子夜》里写的纱厂女工的苦

难和罢工，都是凭空想象的，缺乏生活基础和生活真

实”。这些工业题材和工人形象的描写与东北解放

区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创作相比，最为欠缺的就是大

工业景观和现代产业工人气质。因为当时这些作家

既没有见识过大工业的设施，也没有与产业工人有

深入的接触。

与一般现代文学作家不同，东北解放区作家在

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直接深入到工厂等现

代大工业以及工人生活之中，不仅见识到现代大工

业的景观，而且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对生产过

程和工人的生活与情感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们创

作现代工业题材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衍白在散文《黎明升起——巨大变化的东北

一年间》中，描写了东北现代工业的风貌和工人们的

旺盛热情：

今日的城市也正在改变着一年以前的面貌，先

看一看今天的哈尔滨，代表它新气象的是全部工业

齿轮的旋转，是市中心区黑夜中的灯光如画，是穿插

在四条线路的二十五台电车，和六条线路上三十台

公共汽车，是一万五千吨自来水不停的输送给工厂，

商店和住宅。这些数目字不仅超过了去年今日(蒋
记大员们劫掠后所造成的混乱情况)而且有些超过

了伪满。在紧张的战争中加速的恢复这些企业，同

样不是依靠别的，而仅仅是由于工人的觉悟。你想

一想，一个工人为了修理一个发电的锅炉，但又不能

停止送电，于是就奋不顾身钻进可以溶化生铁数百

度的锅炉高热中，他穿着棉衣外面的人用水龙朝他

身上喷冷水，就这样工作一会熬不住了跑出来，再钻

进去，来回好多次，最后，完成了任务。我们有好多

这种感人的事例。

我们在这些描写工厂工人的散文里，看到了解

放区新生活带给城市工人的希望。鼓舞着他们积极

上工，恢复生产，加班加点，争当劳动英雄。而在诗

歌和小说中，这种工厂和工人生活的描写也相当多。

一个筋头儿翻了身，/哈！咱们一下子从奴隶变

成了主人。/他们呀！同志们，/他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把咱们扶起来，/帮咱翻了身。/还把国家大事交

给咱们，/把工厂和矿山交给咱们，把鼓风机和熔铁

炉交给咱们，把一切的一切都交给咱们，哈！咱们变

成了主人。/想也想不到啊！/咱们现在变成了新中

国的主人！

现代工业的景象和新时代的主人，二者很自然

地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几乎所有工业题材

创作中常见的描写与表达：“干起活来，咱们要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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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我不让他。/把坏根子挖掉！/把反动派打

垮！/把劳动英雄的旗帜高高举起！把光荣的任务

完成到底！/同志们，加油啊！/多挖些煤，/多炼些

焦，/多制钢铁，/多造枪炮，/交给咱们的队伍呀！/交
给咱们的人民解放军！/把咱们的一切都交给他们，

追随着革命，/咱们把生产也往大江以南推进！”工

人翻身、恢复生产、劳动竞赛、支援前线、消灭蒋匪，

成为了这一时期解放区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基本模

式。例如，“机器在手镐在肩/看咱干活谁占先/争得

英雄真光荣/领导大家向前干/英雄不是为自己/为了

国家为战争。”诗的语言和情感都是十分质朴和真

实的。这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域文学所不具备的属

性与风貌，而且是其后早期共和国文学最为独特的

景观。

应该看到，正如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都是农民

一样，东北工人也大多来自乡村，多数还都是“闯关

东”的流民。因此，东北解放区文学中的工人形象和

工厂景象的塑造和描写，或多或少都带有乡村体验

和农民视角。例如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中的人物所

说的，“种地不用马——用火犁；点灯不用油——用

电灯”。传统的乡村文化意识和农民思维方式在现

代工人形象中仍有惯性的残留，当然，随着工业化进

程的发展和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与成长，现代工业

题材创作和现代工人形象在195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

逐渐成熟了起来。

五、质朴写实的美学风格

质朴单一的写实是东北文学普遍的一种表现方

式，是一种最淳朴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

种质朴主要不是一种审美风格，而是一种直面大众

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与近代“政治小说”、五

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和抗战文艺等都是一脉相承

的。在国共战争的发动期，动员和争取最广大的民

众是我党和我军最重要的工作。而文艺作为一种宣

传和斗争工具，首当其冲要承担起这一历史任务。

所以，质朴单一的写实手法、通俗易懂甚至有些粗俗

的语言风格，成为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普遍表现形

式。侯唯动曾经提出文学创作的“学生腔调”是作者

的自我选择的观点，遭到冉欲达的批评。他开宗明

义地说：“我不同意侯唯动同志拥护‘学生腔调’的

说法(我主观地认为，他是‘学生腔调’的拥护者)。
我们的报纸，主要是为谁办的呢？我想：谁都知道，

为工、农、兵。副刊虽然曾宣布过(据侯唯动同志说

的)：主要对象是干部、学生、店员、工人。但难道这

就是它——副刊——不能不登‘学生腔调’的作品的

理由吗？难道这些干部、学生、店员、工人，就应该或

不妨也读一读‘学生腔调’的东西吗？‘学生腔调’这

四个字，已经决定了它脱离群众的没落的命运。它

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汇的积累，

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工具，或

者说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学生腔调’而能写出

‘好’的作品，能‘煽起对敌人的憎恨’是难于想象

的。”很明显，论者已经不再将“学生腔调”看作一般

的文学语言问题，而是上升为一种思想情感问题。

这是解放区文艺一种普遍的认识。经过思想改造和

提升的丁玲来到东北，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弱

点做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知识分子受封建传统

教育和日本奴化教育，具有皇权崇拜、思想脆弱的特

点。她特别指出了面对东北严酷的斗争环境，许多

知识分子还保留有所谓的清高。“前面两条路都走不

通，则还有这清高的一条路。好像厌世似乎风雅，

品茶品酒，谈花谈月，好像他们看不起官僚，看不起

金银，实际上他们是看不起政治，看不起人民，实际

上并不干净，也不高尚。旧社会军阀时代他们是喝

酒吟诗；日本帝国主义杀来了，他们也仍然坐坐大

酒缸。侵略者用刺刀杀了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

在‘配给’制度下，老百姓都饿着肚皮，而他们却写：

张家口的月亮如何的皎洁，塞外风沙是多么的愁人

啊……等等，这些家伙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怡然自

得。这种怡然自得对于中华民族是有害的，他们要

大家都同他们一样，在任何反动统治下都应该麻醉

沉沦下去，他们就像蛀虫腐蚀人民的心灵。因此，这

些人都必然会成为反动统治者、敌人的宠儿。”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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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是清醒的，结论是严苛的，虽说有些偏激但基

本上符合当时东北知识界的实际情况。解放区文艺

界整风的思想影响、战争动员的现实需要和解放区

文学的接受对象等多种原因使文艺的大众化成为东

北解放区作家的普遍追求。在这样一种认识与环境

下，东北解放区文学体现出与同时期国统区文学不

同的审美风貌，粗犷、简单、质朴成为一种普遍的艺

术风格。

鲁柏的诗歌《夸地照》用简朴的形式表达了翻身

农民淳朴的感情：

一张地照领回家，/全家老少笑哈哈，/团团围住

抢着看，/你一言我一语来把地照夸：/四个甲(角)，宽

有八寸长两(扎)；/雪白的纸上写黑字，/红穗绿叶把边

插。/上边印着毛主席像，/四季农忙下边画；/地照本

是政委会发，/鲜红的官印左边“卡”。/里面写着名和

姓，/地亩多少填分明，/拿到地照心托底，/努力生产

多收成。

诗歌不仅使用了农民的口语，而且使用东北农

村方言以直观写实的手法描摹地照的具体形状和细

节，表达了翻身农民朴素的喜悦情感，也可以从中看

到其后他们在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的力量来源。

从艺术表现方式来看，这种描写方式与中国古代民

歌写实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

井岩盾的散文《瞎月工伸冤记》以一个雇农自述

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悲苦经历和内心感受。当工作队

员问他受地主老赵家的气吗？他说，“大伙吃了他的

肉也不解渴啊，都叫他给熊苦啦。”于是在工作队的

启发和支持下，他就“找大伙宣传去了”：“张大哥，李

大兄弟啊，咱们都是祖祖辈辈受人欺负的人呀！这

回来了八路军啦，八路军给咱穷人做主呀！有话只

管说呀！有八路军，咱们啥都不用怕呀！”这种经历

和感受是东北解放区贫苦农民的普遍状况，而这种

质朴无华的语言也是地道的东北农民日常语言，具

有天生的亲和力。邓家华的小说《打死我也不写信》

从情节到语言都非常朴素，甚至有些幼稚，但却越显

示出情感的真挚。“我”被敌人抓去遭到严酷的鞭打，

“当时我痛得忍不住，皮肤里渗透出一条一条青的红

的紫的血痕，可是打死我也不写信的，他们看到我昏

过去了，也就走了。等我清醒过来时，浑身疼痛，我

拼死命地弄坏了门逃了出来，可是不巧得很，又碰到

了伪军，又把我抓起来了，它们还是逼迫我写信，我

坚决地说：‘死了心吧！就是死了，我父亲会帮我报

仇的。’救星来了，在繁星的晚上，忽然西面枪声不停

地响着，新四军老部队来攻击了，伪军们都吓得屁滚

尿流地逃走了，啊！新四军救出我了，我很快地到了

家里，见了爸爸妈，心里真是高兴得流泪了”。李纳

的散文《深得人心》记叙了长春一个米面商人对于民

主联军和共产党的淳朴情感：

“我于是买了几张红纸，亲自动笔写了几个旗

子，姑娘，你看我的旗子。”他已经将红旗展开，举到

我的眼前，我看到七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万岁！”“中

国共产党万岁！”他重复着这七个字，从眼镜里透露

出兴奋的眼睛。这脸，比先前更可爱更慈祥了：“我

喜欢这七个字，所以我选择了它。”大会开始了，人们

都向着会场移动，老先生也站起来要走，临走时他问

我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高兴地说：“好，都是

民主联军，深得民心，深得民心。”

除却其内容的评价，这种朴素也表明解放区文

学在艺术层面的幼稚和不甚精致的弱点，而这弱点

又可能是许多新生艺术的共有问题。也许，正是由

于其幼稚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和作家审美追求相一致，

形式的多样性特别是短小化成为东北解放区文学创

作的普遍特点，短篇小说、墙头诗、快板诗、散文、战

地通讯、说唱文学等成为最常见的艺术形式。如前

所述，战争的环境、急剧变化的生活和读者的接受水

平与习惯等，需要和适应这种短平快的表达方式，这

也是延安文艺和抗战文艺形式的延续。天意的《县

长也要路条》写两个一丝不苟的儿童团员在放哨时

不放过民主政权的县长，硬是把他和警卫员带到乡

长那里查证的故事。篇幅短小，不到400字，但是内

容蕴意深刻，风趣自然，简直就是一篇微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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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区的短诗《一心一意要当兵——歌谣》在20
行的歌谣体诗作中，将人物的关系、思想、表情和语

言都十分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显得非常亲切、自

然，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葫芦屯有个小莲青，/一心一意要当兵：/他爹

说：/(你去吧；)/他娘说：/(你等一等；……)/他老婆

说：/(那能行？！……)/扭扭捏捏来扯腿；/哭哭啼啼

不放松：/(你去当兵啥时还？/为老为小撇家中！)/
小莲青/脸一红，/(小青他娘，/你醒醒：/八路同志千

千万，/哪个不是老百姓？！/我去当兵打蒋贼，/咱们

才能享太平。)
当然，东北解放区文学中也有许多保留了浓郁

文人气息的创作，这些作品与五四新文学的“纯文

艺”审美风格具有明显的承续性。例如大宇的诗歌

《琴音》：

一个琴师/把琴音遗失在幽谷里滑落在幽谷的

谷缝里了/琴音栽培了心原上的一棵草儿/琴音赞咏

了艺术的生命一支灿烂的强烈的光焰/我就永住在

这琴音里了/就仿佛身陷于一片梦的缘边仿佛浴着/
一片无际的云海/无垠的生旅无限的生涯何处呀/我
摸索到何处呀/琴音丢在幽谷里/滑落在幽谷的谷缝

里了。

十分明显，这与东北解放区生活的气象和严酷

的战争氛围不甚和谐，因此，始终没有成为东北解

放区文学创作的主流。而随着中国政治格局和思

想文化的迅速改变，东北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很快

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于是，新的文学时

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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