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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

拭目战争时期，我国的文艺运动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

延安及各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孤岛沙、沦陷区等

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都~健满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文艺

辞地，做出了白己的贡献。西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

者，还是廷安地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茅盾说 z U 中国

抗战文艺运动实开始于‘七七'棋擂，可是‘七七'以后这

‘老援'夜生了离支，一在大后方，一在边区和解放区。这

两支所托的土壤不同，所呼暖的空气也不民，所受的风日雨

露霜雪也不同p 这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也不同。更由于

政治上的关系，这一本派生的两支，多少年来就连交换经璋

的抗会也少得很c然而无论如何，它们总是民根生的。它们的

立场是一致的。" (<<抗战文艺运动模略>>，载1946年

10 jJ <<中学生》增刊《战争与和平ê>> )解放后，周恩来在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也说过: "我们有两支文艺队缸，一支

在解放区，一支在国统区"，他还为这"两支文艺队伍胜利

会师"页感到激动和高兴o (冯法程《画家徐悲鸿赞抗敌演

副队队载1978年《美术》第 4期〉解放盐1 后，文艺史

家对我国现代文艺运动作了认真的探讨并出版了若干专著，

可是，对抗g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对世界反法西斯文艺运

动的中国组成部分，是研究得很不够的，而其中特别是对雷

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不仅研究不辖，还存在一些锦觅，诸

如斥之为右倾之类。这无疑是极左思潮的影确，不符合国统



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实际.

研究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主运动，必须研究它的jf弱。

魏:自越争时期，整个文艺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密切。拭目战争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文艺运动上打

亨了自己的路费。 t 当然文艺运动有它自己发震的规律。研究

拉战时黯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应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主人丽

得出科学的结论。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文艺运动的分期，不是现在才开始，

还在抗战激烈进存中就开始了。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

邵奎麟、司马文霖等的文章及发言，都不同程度普及到这

个问题。当时患考得比较多的p 假乎是孔罗蒜。一九困二

年，以叶知秩之名在《学习生活》上发表了《拭战文艺运窑的五

年)>，着重诙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他说 z 必我们从这

五年间的文艺运动织的方面来考察，大;在吁以分为二Jftl: 第

一期是从战争开始到武汉操守，第二期是从二十七年冬天

到二十九年冬天，第三期;是从二十年到自前为止。纱，边还分

别叙述了每一时期的特点z u第一期的现象是由于战争费挠

形势的狂热，麦现于文艺运动上的，也就为这种蓬勃的狂热情

绪所笼罩。方必第二期，由于战争彭势逐渐入于梧持蹄嚣，

文艺工作也渐入于沉潜商深入的阶段。" .a:第三期，由于长

期战争中厨带来的情绪上的带着，反映于文艺运动上来始，

则椅恰和第一期的狂热蓬勃有了一个相反的对比。但不是停

海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的、深入ffj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

萄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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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放战争时期，是说时i可短←→一仅三年多，而?声势变化

也神速，但文艺家的仍在思考匿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

题.一九理六年九月，茅盾写了《抗战文艺运动模略>>，对

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与孔罗革:一样，

茅盾也是分的三个时期，佳在具体的上下摄方面，在对各时

期文艺运动的认识上，有既不同。他认为z "第一个时期，

应从抗战前两年(或者也可说是‘左4f.:'自动解散那一年)起

算，到武汉失守〈拉战第二年〉为止。万也认为这一时期的

拉哉文艺运动"颂扬多于拉判，热情多于理智，其有块点，自

毋庸讳言，曾有人给它斟八字的考语z ‘轰轰烈烈，空空溺

泪。 F 商在 6空空洞帘'之外，尚有一严重的错误，即忽略

了拉或两大吕标之一一琦内的民主要求。挥其实，这一时期的

文艺运动，在动员民众抗E救亡方匪，有在己不可磨灭的功

蟹，商在拭战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上，也有吉己肯定的地位。

接点乃至错误，不可避免是有的。茅盾认为: a武汉失守以

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第二个时期.刀 U这一时期

的特点，军事上是 6苟安'，政治上是逆转，经济上是饮鸪

止渴。" "思想统抬决不宽容前进的民主言论。万国统区抗

战文主运动 u在这样恶劣万分的环撞~x莫苦挣扎着。月{里

继承了"五密"新文艺传统精神的文艺家们仍坚守岗位，竭

力使工作有意义。"他妇介绍西欧古典名著，这位佛是说，

现在既然不是出击的时候，就研究兵法，练习把式罢。他

们也把笔锋转向论陷区〈解放区是不许写的)，这层意是借捡

黯区的民气给大后方的人心一点剌激。他们也竭力想法反映

大后方的现实，迂国曲折地描写了从拉战阵营中落伍ïffl终于

堕落的知识分子〈如《雾重庆》崩本〉。然商在当时文网之

下，这已是可能反模的现实在j最大院度i 同时我们也得承

3 



认，也有借西欧古典名著作遭逃蜜的，也有为了避重就轻丽

写论摇区的，更也有挂抗战之羊头，卖恋爱之掬离而亦自以

为反映了可能限度之现实的。"茅盾认为: "从太平洋战争

爆发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是抗战文艺运动的第三时期。'

这一期，是拭目战争"最艰苦最险恶的阶段。罗百在文艺

上，那"冲破了那多年的窒息，放ßi 了第一声号炮的是

一九四一年秋剧本《屈原》的演出。这虽是一个历史剧，然

商有百分之百的现实意义，是适当其时的‘爆辉P ，是大后

方拭战文艺运动在黑暗深沉中再进军的嗦亮的号角。纱这时

期的文艺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恶倍的风气，可以总名

之日市健作风。"

→九四九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液压迫于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

报告。这是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总结捷绢， 44实际

参如起草者前后共七人，开会多次，交换意见的结果。'

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分期，是这个报告提绢最先提到的重要问

题。报告提纲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与一九四六年

茅盾的分期有银大不同，在对具体内容的认识上也有差异。

茅盾在摄告提纲中说z"从拉日战争开始到武汉陷落后一年半

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七月产-一一九三八年底)，这算是第一个

时期。"这正是抗战之初， u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

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崩队、拉宣队，到农持和部队中去，写出

了许多短篇租小型的作品"，尽管"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但没人能够抹煞它幻在抗战韧期庚起的宣传作黯@"他还谈

到许多文艺工作者到战地和乡村去，不仅"扩大了视野，丰

富了题材"，而亘还使他们感觉到吉己的作品"不适合大众

的需要，因商企求追寻新的东西。" "第二个时期是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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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落后，中间经过一九四一年挠的皖南事变，直到抗战结束

的前一年。"这一时期，藏自波"对反共反 λ 民纱"越来

越采取权极的态度。进步的文艺运动所受到的迫害也就愈来

愈严重。纱尽管这时期有部分作家 u表现了滔沉的情绪丹，

但整个来看， U国统区的文艺运动的IB继续保持与巩囱着广

泛的统一战线，市对震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哉斗，小说、

诗歌、戏ÆÚ等等部门，都曾出现了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

革命情绪的作品。" "弟三时期是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法西

斯深X进攻擂桂诸省到胜利的前夜。纱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国民党反动派己公开和敌伪往来，经济的危机臼益严重，

对文艺界的压迫也自益加烈。炒面这时期的文艺运动也

"立刻参加到了这时候的民主运动中。"茅盾将"抗战结束

以后，经过IB政如前后以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这几年间"作为

第四时期，划分这个时期的着眼点是 α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

艺运动纱，而非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

建国目前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分期 i可题的探讨，不管

有否→致意见，对于深入研究嚣统区抗战文艺运动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一
一

笔者在前辈研究分期的基础上，将自统区抗战文艺运动

分成五个时黯z

第一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起至"七七P 事变止。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我国东北的

进攻。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短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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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时间内，东北三千万同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边，

就沦入了日本侵略者之子。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 13 ，又向上海进攻。侵吞中茵的猥子

野心，是显而易丑的。与比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的开始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九一

J\."事变后不久，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芋，东北义勇军和抗日

联军建立起来了，与日寇进否坚韧不援的战斗。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毛泽东南志在瓦窑盗会议上，作了《论反常日本帝

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摄告，指出: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

的洁萄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

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拭目的文艺运动，也随

着自本侵略者对东北的进攻南民盛起来。在这方函，东北作

家群的贡献是卓越的。他妇亲历吕寇占领之苦，以出蘸爱国

热情之笔，投身于拭目救亡。茅盾说，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为主题的作品， u在‘一·二j\' 以后就已经出世。这

些rf品的题苟，主要是东北的义勇军和 4一·二八'淤沪战

争。"还不仅此， "6左联'自动潺散，正式号召文艺上的统

一战线而提出‘国;另文学'之类的口号出后，作为一种运动

的扰或文艺确乎声势日盛商旦推进了反吕的群众运动纱，不

过， 44卓越始作品并不觅得比以前为多。 η( <<抗战文艺运

动模略>> ，载1946年10月《中学生》增刊《战争与和平>> ) 

这一时期的拭战文艺运动，给，.七七η 事变以后远远开展起

来的抗战文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时窍，从"七七万事变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

守。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寇茹狂进攻，河山不断丧失。人民

群众火热的心里激荡着玲敌人的'摆布对祖匪的爱。党的拭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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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人民群众以胜利的信心，使人民群

众心里燃烧着、的爱国主义火焰更如猛黯起来，拉 E 救亡

运动风起云涌。抗战文艺运动是整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显示了自己的战斗活

力。这时期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广州、

武汉。比较商言，武汉始文艺运动也上海、广州成效更大，

理上海和广州在必八一三"以后不久就成为了晶孤岛 P 沦陷

了。在这些边区，文艺界开展的活动是十分突出的z 建立了

各种%式的救亡演副队、宣传队，还建立了许多全国性的文

艺组织，如中华全菌戏1&11界抗敌楼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棒舍、中华全国歌咏界拉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

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接会、中华全雷木刻弄抗敌它也会

等。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的第三斤，虽不!衷于二;1文艺活动，

但在领导昌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方哥，那是起了银大作后的。

各种组织开震的活动，真是不胜枚举。比如，举办抗战扩大

宣传周、纪念鲁迅与高尔基、举行抗 E 我亡公演、召开露天

音乐会、举行浸画木刻展览等。"五吕步以来fi告新文艺有一

个显弱的缺点，那就是在与人民群众传关系上有些隔膜。抗

战开始以后，这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有所改变。从客观上来

讲，拭战不久北京、上海、 r."i'I等大城市相结论于敌手，原

在那里的许多文艺家们被迫撮往中小孩镇租村乡，无影中与

人民群众就接近了一步。与人民群众接近使他们逐渐认识到，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抗 E羔情租力量，只要发动起来

了;中国有无攘的希望。文艺家们考患到群众多数没有文化

建只有很少的文化，于是开展了文艺通俗化运动。抗战初黯

前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小说等，差不多都是以适信化的

形式出现的。从文艺理论来看，当时讨论得最多论是文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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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问题，歌暖与暴露问题也提出来了。拭战部扇，当局的

文禁略有敢松，大大小小的刊物不新涌现。《七月》、《烽

火》、《抗战文艺》、《浅地》、《文艺后踌》、《文化岗

位》、《战歌》、《抗到j革》等等。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

是搞得轰轰烈烈的，起到了抗日救亡的作用 p 对文艺家与群

众结合，对文艺大众化运功的进一步开展，均汀 F了良好基

础。问题也是存在的。这主要反映出一些文艺作品公式化、

概念化的倾向严重，当然不是说没有艺术性较高的作品 o

在当时茄如火如荼的拭目救亡形势之下产生这样的作品虽有

可理解之处，但是，毕竟是不足。

第三个时期，从武汉失守到一九四一年统离事变。拭目

战争进入梧持黯段，形势吕益复杂化起来。 B本侵略者加紧

进攻，顽固派积摄反共。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0年春，

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嚣。他们集中军队，自陕甘宁、

晋西等地区的我党领导的拉吕决死队和晋东甫的八路军进

攻，同时还搜罗反动文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匾

情，重弹必一个政党、…个主义、一个领褪"的老窝。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杨碎，顽固派并未因此而死心，一九

四0年「足，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

达到顶点。我新四军北移部队九千余人，在皖离遭国民党

军队突然袭击，伤亡重大，震惊中外。在这样的影势之下，

文艺运动如何呢?与上一时期相比，显得玩潜部深入。 七一

时期的文艺运动，大都为动员拭目而发，这一时窍，逐渐增

如了争民主的分量。国绕这抗战文艺运动的据点又重新分布

了。重页、桂林、成都、昆明、贵蹈、永安、西安等城市都

聚集了一些文艺工作者，;m极开展活动F 重庆和桂林，尤其

显得重要。第三厅在党的关坏、郭沫若的具体领导下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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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工作，遭到顽固派的嫉假，一九四 O 年款将其"改

组'了。接着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被任命为主

任。文工会在领导拭战文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取

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的文艺组织、都纷纷在各

地建立自己的分会，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建立

的分会更是星罗棋布。纪念中外著名文艺家，在这一时期是

很突出的。鲁迅逝世纪念的年会照常举行之外，一九四0年

还举行了大旗模的鲁迅诞生六十周年纪念会。高尔基逝世纪

念会照例每年举行，此外还举行了马程可夫斯基逝睦十周年

纪念会。争民主的因素或萌或暗贯穿在这些纪念活动中。中

华全国文艺界拉敌褂会成立以后，提出了必文章下乡押、

刮文章入伍押的口号，在作家与生活的竞系问题上，采取了

主动态度。虽提出后就在实践，但有组织、苍影响的实践活动，

还是武汉失守后开始的。一九三九年六月，怯王礼锡为臣民、

宋之的为副团长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组成了 j 这个团从重庆出
友，经成都、西安、洛阳等地，达中条由和晋东南蔼线。他

们深入军民之中，体验了生活，慰劳了将士，产生了职果。

此后，其他一些地这也效法起来。从文艺创作来看，作家们

逐渐从拉战初期狂热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冷静的患考

和现察，努力蔬出 4拉战八股η 的圈子，国一些人已着手长

篇巨制的创作了。从文艺理选来看，这一时期着重讨论的是

两个陪题z 民族形式，挥家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民族形

式的进论从抗战进入梧持龄最后就开始了，争论得最多的是

摞泉问题，争论的单结，一毅认为是郭沫若的<< "民族形

式"高兑》。一九三九年苏联国内产生了现实主义的论争，

抗战初期我国文艺界在如何对待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本来就有

分歧，两相结合，作家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的讨论就提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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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议事日程。可是这场讨论未能深入，因为皖南事变爆友

了。为了促进文艺部作的繁荣稳文艺批评的开展，这时期各

种文艺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如戏爵j座谈会、诗歌座谈

会、品说座谈会、音乐座谈会、漫画连谈会、木刻座谈会

等，成效颇大。

第四个时期。从记商事变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吕本投降。

每甫事变以后，顽固派为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

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是年三月，蒋介石发

表了《中国之命运>) ，鼓吹法西斯，逐蔑中国共产党，井

岗嚣要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商年内决定中国命运。毡

fl丁在军事上包围陕甘宁边区，还企理闪击延安。由于党作了

充分准备，坚决与顽固深斗争，追使这次反共高潮仔

止了于来，但是，藏自挺并没有远比商停止他们的白色恶

怖。"在重庆，就到了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还没有十分

开展。那时候差不多的集会都是禁止的，却使有集会，要

想当众畅所欲言，差不多有生命前危险。纱( <<民主运动中

的二三事>> .载《沫若文集》第13卷〉民主的潮流平竟是

应止不住的，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宋能领导下，在一片

白色瑟结中，国统区争民主的运动吕益开展并发展、壮大起

来。文艺运动茹与此紧紧相载。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是上

→时期的文艺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文艺运动;写重

要特色。不陀之点在于z 这一黯黯纪念活动范围扩大了许

多。鲁迅、高尔基等逝世年祭{JJ在进行不用说了，还增摇了

对其他世界著名文艺家的纪念，比如一九四五年，重庆就举

行了两次罗曼·罗兰悼念活动。商纪念诗人节、文艺节，也

是这时期开始的。为生者开的诞辰纪念会，己成为这对期

纪念活动的一大特告。比如，庆祝郭沫若五十寿展和缸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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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渴年、庆祝老舍钳作二十jk] 年、 i是在茅盾五十寿震和在tl

作二十五周年等。宣传毛泽东部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 ，也是这时崩离统区文艺运动的重要内窑。一九四二

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了座谈会，国主节为群众相如

f司为群众始问题阐述，给无产捞级文艺的发展指费了前进

的方向。六月，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就有了翠响，并在:摄宣

传起来，对国统区文艺健康发展起了银大使进作用。颈器

法国《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影确而悉惧、市仇视，追

不及待地掘出了他的只准歌坝、不准暴露的文乙政策，竭力

住自己脸上贴金，企菌挺消《讲活》在自统区的作窍。

围绕区进步文艺界开患了一场;提摸盛大的 1lt判 1页固派文艺

政策的斗争。茅盾说E 我们"曾经对于当时大攻大摆的国

民完反费涯的‘文艺政策'JA各持角度上加以抨击 j 萤之

体无完肤。" (<<在反动泼墨迫下斗争和支展的革命文艺儿

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在国民

党文艺政策的鼓噪之下，战茵策援卖力地鼓吹所谓"民

族文学运动η 。进步文艺界从各个方面白这些国民党文

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从文艺部作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

罩在剖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达到了高埠，密切配合了注 B 畏

主运动。这是从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开始的。继《屈

原》之后，郭沫若又连接剖作了《虎符》、《离渐离》、

《孔雀捏》、<<1若寇丰》等。许多黠作家也面向历史。国

汉、阳错笙等的历支尉，各具特色，颇有影响。这一时期诗

歌和小说的创作，无论是在揭示生活，还是在艺术技巧方

面都比前一个时黯高一筹。从文艺思想上看，这一时期主

要强调能是人是本位，也就是要深入群众、反映群众、句歌

颂群众。这与《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分不开， 是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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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主要泼的就是文艺与人民的闰题。在现实主义问题上，

一些理论家比较强羁主现的作用，强鹊发挥主观战斗精神。

当然，也存在一些窍题。一些文艺家布局限在后方的小天地

之中，被阻塞了和人民大众接触的路子，出殷事业额于窒

忌，文艺不当作整个抗日战争的一环商被视为 4娱乐F 的手

段，于是高风花雪月的风气抬头. ìi湾商猪奇，谈强说鬼

的‘文艺F 继起，文艺变成了少数人茶余酒后的消遣。"

( 1944年4月 16吕《新华写提》社论《祝"文协"成立六周

年>> ) 

第五个时期，从抗 E 战争姓科至u解放战争爆发c 抗战睦

和了，拭目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并没有嘎然而止。随着民族

矛盾下降，段级矛盾叉上升了。顽固派抢夺胜利果实，收刮

民脂民膏，错fM社会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理统区

撤起了大规模的争民主运动。百文艺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家复罩、废出书报检查，都是其具体内容。

抗战胜科后，还有一个摄迫切的问题，就是清查前逆文化人。

这些汉奸文人是民族的败类。

一
一

"九-)\"事变后，党就注意了联合抗 E的问题。一九

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了会议，通过了"关

于吕前政治彭势与党的任务纱的决议，决定建立拉吕民族

统一战线。"七七月事变后的第二天，党即发出了《中匿共产

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逼电机号召z 66全中国同胞、政府与

军队，团结起来，装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提抗日寇

的侵略。"由于党的不懈的努力.由于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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