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述略

李仲明

　　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能否认, 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 沦陷区文学确有为日伪统治

服务的部分, 但它并非沦陷区文学的主流。事实上, 沦陷区的许多

文学作品, 特别是早期的作品, 曾起到过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重要

作用。这更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的。但是, 由于各种因素的

干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1945 年—1976 年) , 沦陷区文学研究几

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空白。这种情况到 70 年代末才有

所改变。时至今天, 沦陷区文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在沦陷区工作

过的文学工作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 认真挖掘历史资料,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审视历史, 使得沦陷区文学的本来面貌逐

渐清晰起来。本文就近年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成果, 东北沦陷区文

学研究, 其他沦陷区文学研究概况, 作一简述。

一　沦陷区文学研究成果

　　沦陷区文学研究成果最多的是东北三省。骆宾基 50 年代撰写

的《萧红小传》和编辑的《萧红选集》, 1981 年分别由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再版。萧军、萧红的《跋涉》(小说散文集) , 1979

年由黑龙江文艺研究所再版。萧军编著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书信体散文集) 和《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书信体散文

集) , 均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另一本《萧军近作》,

1981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回忆录《我的童年》, 1982 年由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萧红、萧军的著作, 还有肖凤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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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 年) , 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

方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 庐湘的《萧军萧红外传》(吉林北方妇女儿

童出版社 1986 年) , 梁山丁主编的《萧军纪念集》(沈阳春凤文艺出

版社 1990 年) , 张毓茂的《萧军传》(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等。另外,

沈阳春凤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罗峰文集》、《白朗文集》和李克

异的《城春草木深》。梁山丁编辑的《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女作

家小说选集) , 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 他编辑的《烛心集》

(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 和他本人的中短篇小说集《伸到天边去的

大地》也由沈阳出版社 1986 年、1987 年、1989 年出版或再版。

　　反映、评论沦陷区文学研究内容的, 有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

史》(3 卷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 , 张毓茂主编的《二十世纪

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东北现代文学史》(沈阳出版社

1989 年) , 及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胡凌芝的

《蹄下文学面面观》(长春出版社 1990 年) , 冯为群、李春燕的《东北

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 张泉的《沦陷时期

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4 年) , 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

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黄万华、徐　翔的《中国抗

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 张毓茂主编的

《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 1996 年)等。

　　在出版的书籍中, 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集《长夜萤火》受到

各界关注, 该书编选了悄吟 (萧红)、刘莉 (白朗)、梅娘 (孙嘉瑞)、但

娣 (田琳)、吴瑛 (吴玉英)、蓝苓 (朱盛华)、左蒂 (罗麦)、朱女是 (张杏

娟) 8 位女作家的 31 篇小说 (其中 4 篇是抗战胜利后的作品)。就

该书的出版, 老作家马加认为:“沦陷时期, 东北的作品分成为两个

部分, 确有极少数歌颂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的汉奸, 但绝非主流。东

北三千万人民在沦陷时期受压迫受剥削, 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当时

大多数作家也同样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他们站在人民一边, 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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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统治下, 用作品困难曲折地表现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

情。”① 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毓茂说:“东北沦陷时期作品明显地

继承了‘五四’传统, 读蓝苓的《夜航》、梅娘的《蚌》, 不能不让我们

想到鲁迅的《伤逝》。这些女作家的作品, 思想上艺术上都有独到之

处, 不次于当时关内的主体文学。”②朗享伯指出:“八位女作家半

个世纪前的作品, 写在东北沦陷期, 受客观条件限制和自身思想局

限, 不同于革命诗人巴来 (金剑啸) , 以笔划剑, 同日本侵略者直面

战斗; 也不同于八位女作家中, 后来被迫流亡关内的悄吟 (萧红) ,

在青岛写出《生死场》那部反映北方农民抗日斗争的力作。虽然萤

火不比星光耀眼, 萤火也闪光在暗夜里。”他认为, 8 位女作家在创

作中, 以她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用手中的笔,“接触到了那个

时期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一篇不是从各自的角度、层次反映东北

沦陷区人民群众的酸辛凄惨的遭际”。③ 王建中认为,《长夜萤火》:

“以铁一般的事实揭开了所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的虚伪面

纱, 同时也使读者看到下层人民彼此间团结友爱、共同对敌的高尚

情操和在日伪顽石下弯曲成长的坚强意志。”小说集“填补了中国

现代文学史特定时期文学发展的空白”。④

　　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也颇引人注目。中国社科院

文学所研究员杨义认为, 该书“是一部有开拓价值的书⋯⋯许多章

节写得非常细致扎实, 颇见治史的功力”; 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指

出:“这是一部史料丰富又写得扎实的好书⋯⋯作者下了很大功

夫, 清理出华北沦陷区文学资料, 澄清了过去遭人误解的许多问

题, 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老作家杨大辛 (杨鲍) 认为该书成功地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沦陷时期的华北文坛状况, 是个很难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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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问题, 当时从事文学活动的人, 几乎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对我当年的文学实践作了那么中肯的评价与善意的批评, 使

我深感欣慰”。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洪岩认为, 该书是一部“富

有个性的地方断代文学史专著。它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厘清了沦

陷区北京文坛的状况, 论述了近百位作家 (其中大多数名不见经

传) , 考察了文学出版物、文艺社团、文艺口号以及文艺论争等史

实, 将其纳入现代文学的总体画面之中, 第一次完整地展示了那一

段鲜为人知的文学历史”。该书“不仅讲述了历史中的文学, 而且描

绘了文学赖以产生的历史, 使人既看到日寇铁蹄下文学的扭曲和

变异, 而且透过文学现象凸现出沦陷区的残酷现实。这种‘文学观

照下的历史’, 无疑具有更加强烈的实感⋯⋯既注意勾稽发微、抉

缺补漏, 在史料的发掘与考据上下功夫, 又能够广征博引, 不落窠

臼, 在论史方面新见叠出, 堪称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 为进一

步研究沦陷区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

二　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一)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状貌与性质。

　　人们一般认为, 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 东北沦陷区和

流亡内地的东北作家的作品, 构成了东北沦陷区文学。关于它的状

貌与性质, 关沫南把它与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其他地区的沦

陷期文学进行了比较后指出:“它不是‘七·七’抗战之后沦陷七、

八年, 而是长达十四年之久。它的局面不是处在敌我错综交织、动

荡不定之中, 而是完全的军事侵略占领。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十

分专制黑暗和严酷, 处在完全的殖民地状态⋯⋯其艰苦性曲折性

比任何地区都要严重得多, 因此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现象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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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 包括一些作家的政治背景、立场和态度、艺术形式与表现

方法, 带有很大特殊性的晦涩而又难懂的用语等等⋯⋯在这种情

况下, 现象与本质并非完全一致的, 主观与客观也不是完全统一

的。”①

　　有论者把东北沦陷区文学划分为 3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沉

寂期是指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 到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萧军、萧红的《跋涉》代表了此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但随着 1934 年

后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等相继离开东北, 并未出现更多的力作。

第二阶段中兴期, 从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到 1941 年伪满颁布《艺

文指导要纲》。沦陷区作者通过借鉴关内新文学和外国文学, 艺术

表现力不断加强, 隐晦曲折地暴露日伪统治的黑暗和渴望光复的

心情, 到 1940 年前后, 进入创作的繁盛阶段。代表作有山丁的《山

凤》, 吴瑛的《两极》, 梅娘的《第二代》, 秋萤的《小工车》、袁犀的《泥

沼》等。作品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描绘, 进入到对整个沦陷区社会

深层结构的刻划。第三阶段衰落期, 从 1941 年伪满颁布《艺文指导

要纲》到 1945 年日本投降。②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加紧在沦

陷区的文化统治, 鼓吹“决战文学”, 迫害进步人士, 如山丁已印好

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被撕页出版, 山丁本人也被迫逃亡至北平。

　　还有人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界定提出疑问, 认为东北流亡文

学,“是指受东北的历史文化孕育, 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阵疼的催

动下降生的一代文学青年流亡关内后, 以东北生活为主要创作题

材, 相对于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殖民地文学’而独立存在的一种

文学形态”。从本质属性看, 东北流亡文学是抗日文学, 它的迅速崛

起,“使自 1840 年以来近现代文学中反帝国主义文学, 尤其是九一

八以来的‘抗日文学’一时占据文学的潮头”。论者还对流亡文学中

·37·

①

② 以上阶段划分, 参见张毓茂、阎志宏:《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东北沦陷时期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 3—6 页。

关沫南:《让历史说话——在东北沦陷期文学讨论会预备会议上的发言》,《东北文
学研究史料》1986 年第 3 辑。



作者的心态和作品的特点进行了分析。①

　　 (二)作家与作品。

　　有人认为, 东北沦陷初期逐渐形成了一个“东北作家群”, 包括

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端木蕻良等, 他们“是一个有

潜力、有才华的作家群, 在三、五年间, 它经历了萌发、崛起、成熟的

发展过程, 艺术上也由初期的粗糙峻急, 迅速转向雄健壮阔、深遽

凝实。在现代文学史上, 如此紧贴时代思潮而波澜迭起, 风格独标

而丰富多彩的作家群, 是不多见的”。②

　　研究者公认, 在东北作家群中李辉英是第一个揭露日本侵略

罪行的作者, 他的《最后一课》(刊于 1932 年 1 月《北斗》第 2 卷第

1 期) , 仿照法国作家都德的写作手法, 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形式揭

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侵略,“强调了身陷亡国灾难的人们除了坚

决反抗敌人外, 是别无其它途径可以苟安求活的”。③ 接着, 李辉英

又以“万宝山惨案”为题, 创作了 1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万宝山》(上

海湖凤书局 1933 年出版)。因此, 她“是东北作家以左翼文学思潮

感应乡土沦丧的第一声”。④但也有人认为, 由于作者对“万宝山惨

案”前的情况了解较少, 对整个事件分析不够,“因而使作品对日本

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全面入侵而酿成‘万

宝山惨案’这一总的社会根源的挖掘就显得不够深透”。⑤

　　萧军、萧红是东北作家群最具代表、最有实力的作家。他们的

作品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 1933 年他们出版的《跋

涉》(短篇小说合集) ,“表现出他们渴求生存、立意反抗的精神风

貌, 从而揭露了封建社会和殖民地社会制度的黑暗、腐朽和严酷”。

在创作风格上, 萧军“小说的艺术视点存在着一个阔大的社会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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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东北沦陷区殖民地制度和文

化”, 其作品“粗犷、豪放, 具有一种力之美”; 而萧红“多把艺术的视

野投向童年或少年时代而展示那时的各种社会面影”, 其作品“更

具有细腻的诗意之美。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艺术感受力, 生动、传

神而极为细微地展现着东北大地的自然风光”。①

　　关于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 年在上海出版) , 有

评论说, 与创作《跋涉》时期相比较,“作者已经走出了狭窄阴暗的

都市里弄, 放眼山川, 极目沙场, 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 作

品“一方面对人物群像和战斗场景做鸟瞰式的观照, 那简直是一幅

线条粗犷奔放、劲健有力的木炭画; 另一方面, 对个别人物的内心

世界的深入开掘, 究如放大的特写镜头, 线条是那样细腻柔和, 真

是笔笔有神”。②

　　关于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1935 年出版) , 论者认为它

“把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呼号生动地展示在处于民

族危急关头的中国人民的面前, 使人如睹关外的血与火, 如闻塞外

的悲笳与枪声”。③也有人认为。对于《生死场》的研究、评价,“主题

思想似嫌杂芜, 有抗战主题说 (见南京大学《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 1960 年, 南京)、‘生’与‘死’相生相克说 (见葛浩文《萧

红评传》, 58 页)、‘怀乡’和‘人道主义’说 (见平石淑子:《论萧红的

〈生死场〉》,《北方论丛》1981 年第 1 期)、农民在生死场上挣扎说

( 见邢富君、陆文采《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北方论丛》

1982 年第 1 期) , 纷争不一”。然而, 许多评论“过于注意其审美表

象的具体含义, 而忽略了它的整体联系和潜在的隐喻结构, 使我们

很难掌握其深意”。“《生死场》的多层意蕴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

多级结构历史地形成的”。萧红的成就“不仅在于其作品意蕴和语

言表现方面, 更主要的是她突破了旧传统与新‘传统’的各种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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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独辟蹊径, 在一个乡土文学的题材、背景中展示其真正具

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思考, 从而‘衔接’了‘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的

恢宏气度而获得了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深度”。①

　　也有人评价了萧红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只写了第

一部) , 指出, 萧红在小说中“完全放弃了长篇故事的延续性和表示

因果关系的情节结构, 而集中全力绘制巨幅构连的乡土人生画面

⋯⋯以富于象征性、抒情性的画面及各种可感特征, 展示色彩迭映

的人物精神世界, 从而塑造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形象”。不足之处, 是

“因为要表现空间的扩展, 而忽视了时间伸延和人物活动连续发展

的重要性, 忽视了整体环境内在矛盾运动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刻画,

就使人物的思想缺乏深度, 也很难表现‘五四’前夕东北县城社会

中的某些新因素。这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小说未完成原创作计划

造成的”。② 还有论者认为,《呼兰河传》“与左翼作家那种努力捕捉

时代风云, 表现农民的悲苦及其觉醒、斗争之作是同一步调”。③

　　除萧军、萧红的作品外, 梁山丁、王秋萤、关沫南、袁犀、梅娘、

陈堤、田贲、吴瑛、石军、但娣、田兵、姜灵菲等东北沦陷区中后期作

家的作品, 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梁山丁是东北沦陷区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有论者认为, 山丁

早期的文学创作, 虽然“很大程度上带有年轻人的稚嫩”, 但已“显

示出了一种大胆暴露黑暗的反抗精神”。在 1943 年他离开东北到

北平之前,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 长篇小说《绿色

的谷》和诗集《季季草》。这些作品倾注了他对劳苦民众的同情和对

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文学风格则是“靠着他赋予形象的灵魂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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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动读者”。① 有人评论, 山丁到北平后写的作品,“带有白山黑

水的旷野气息和异乡情调, 题材及风格与一度充斥北京文坛的爱

情故事迥然不同⋯⋯在运用简捷明快的叙述语言结构短篇故事方

面, 明显高于北平流行多年的散文化小说, 犹如大笔勾勒的写意

画”。②

　　标志着山丁乡土文学的最为成熟的作品, 是长篇小说《绿色的

谷》。它“以家乡狼沟农民武装为题材”, 表现了阶级矛盾受到民族

矛盾冲击的东北农村状态。小说末尾, 为迷惑日伪当局, 山丁“故意

把小说描写的时间移到九一八事变前”。③《绿色的谷》再版后, 颇

受好评。有论者说作品“洋溢着诗的气息。它是一首忧郁的乡土行

吟曲, 也是一首面对动荡的时代而发掘着一个疏野草莽的自然山

村中旧家的设落、民性的强悍和新一代的追求的清隽深邃的歌

行”。④ 有论者认为, 山丁没有把荒凉偏僻的狼沟“写成一个封闭的

世界, 而是把它放在东北沦陷时期动荡不宁、急剧变化的广阔背景

下展现”, 一面表现农民失去土地的愤怒和抗议, 一面用隐晦的语

言、辛辣的笔调揭露“日满亲善”、“经济开发”, 如描写火车“从这里

带走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的宝藏, 回来捎来‘亲善’

‘合作’‘共荣’‘携手’⋯⋯”(见再版小说 103 页)。在人物刻划上,

主人公小彪“同林淑贞、霍凤等次要人物相比, 显得魅力不足, 不够

丰满”。⑤

　　王秋萤的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和《小工车》, 长篇

小说《河流的底层》。论者认为, 这些作品以“暗”的描述, 向人们揭

示了东北沦陷区工人、农民、小职员、小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特别

是“再现工人及其家庭的一幕幕悲剧, 在沦陷区文坛上, 秋萤是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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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可数的一位”①;《河流的底层》则“注意在民族危难之秋知识青

年的复杂心灵的发掘⋯⋯剖示了‘九·一八’前后东北青年的奋起

与堕落, 追求与迷惘, 字里行间隐含着作家在乡邦沦陷时际的孤独

的思虑和难言的悲怆”。②

　　对袁犀 (李克异) 的作品, 如小说集《泥沼》、《森林的寂寞》、长

篇小说《贝壳》、《面纱》等, 论者以为应归入“人间写实或心理写真

的探索性小说, 他以“绵密的笔触描写下层社会深挚的人际关系”。

在《邻三人》中写出了“受人践踏的社会底层那种灿然有光的人性,

那种不图回报的友情和爱情”。③《贝壳》则尤其“展示了知识妇女

的悲剧”。④ 还有论者认为, 袁犀的作品“闪烁着敢于拼搏的思想光

焰”,“他对当时苦难深重的现实生活, 有着丰富的实感”,“对黑暗

强大的势力, 怀有坚强的反抗”。⑤

　　对于梅娘 (孙嘉瑞)的作品短篇小说集《小姐集》、《第二代》、及

中篇小说《蟹》、《蚌》和短篇小说集《鱼》等, 论者主要就艺术表现手

法和文学特色上加以评论, 认为梅娘的作品“兼备质朴辛辣和疏简

清隽的笔致, 时露嘲讽, 既没有多少女儿气, 又不乏女性意识, 对玩

弄女性的男子极尽揶揄之能事, 对社会上的卑弱者致以深挚的同

情, 笔端饱含着热情与哀悯的人道主义情绪”。⑥ 还有论者指出, 梅

娘这些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

作者‘并不是以‘奇’或‘洋’制胜, 而是注重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

系, 在奋力鞭挞假丑恶的时候, 并没有泯灭对于真善美理想的企

盼”。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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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沦陷区文学研究概况

　　与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比较, 其他沦陷区文学研究还很薄弱。

本文仅就华北、上海、台湾 3 地沦陷区文学研究状况加以概述。

　　 (一)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有人认为: 华北沦陷区文学亦经历了沉寂 (1937—1939 年)、

中兴 (1940—1944 年)、衰落 (1944—1945 年) 3 个时期。大致经历

了从顾影自怜的散文到“力图突破文坛冷落沉寂现状”的校园文

学, 从爱情小说到关于“色情文学”论争, 从“乡土文学”探讨的中兴

期, 及至 1944 年秋季以后的衰落这样几个阶段。其中“起源于台

湾, 蔓延于东北, 回响于华北”的“乡土文学”,“是寓民族意识、社会

意识于乡土意识之中的”, 其表现主题是“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

义”。围绕这些主题有袁犀、梅娘、马骊、萧艾、林榕、关永吉、山丁、

高深、沙里、雷妍等的小说集问世, 这批“青年作家经过辛勤沉默的

创作, 已经使小说艺术在文坛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有人认为:“总观华北沦陷区文学创作, 其主要内容是反映青

年学生、机关职员、部分工商业者的生活, 有的朦胧地反映了被压

迫的情绪, 和一些青年的苦闷, 但不敢有所指。关于公开、直接反共

为敌人张目的作品还是极少数。”②

　　有人根据史料, 考察出周作人“非但与北平沦陷区的绝大部分

文艺杂志的办刊方针无关, 而且还受到华北文坛方方面面的抨击

冷落, 基本上没有介入北平的文学活动”。由此得出结论:“周作人

思想上的矛盾以及人格上的冲突泾渭分明地显现在他的政治世界

和文艺世界中, 具有高级伪吏和自由撰稿人的双重身分。而他那沦

陷区汉奸文学旗帜和首脑的形象只是一种幻象, 产生于沦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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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一厢情愿的期待, 以及局外人和后来者的合理想象。”①

　　 (二)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

　　从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 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 在 3 年 8 个月期间, 上海沦陷区文学在质

量上、数量上虽然都无法与“孤岛”时期相比, 但还是超过北平、南

京、武汉等其他沦陷区。有人认为, 上海沦陷区文学也经历了 3 个

时期, 在低落期 (1941 年末—1942 年末) , 进步报刊被查封, 许广

平、朱维基、章锡琛等爱国作家被拘捕, 陆蠡牺牲; 在相对繁荣期

(1943 年—1944 年秋) , 报刊增多, 小说、话剧、报告文学等作品较

为丰富, 王统照、胡山源、程小青、师陀、柯灵、李健吾、孔另境等作

家坚持创作, 张爱玲、施济美、程育真、郑定文、沈寂等文学新秀引

人注目, 爱国文学对于汉奸文学逐步取得“压倒性优势”。汉奸文学

“虽有日伪的政治、经济支持⋯⋯但追随者实在不多, 在社会和文

坛上倍遭蔑视唾弃”。② 1944 年冬天, 随着日伪对上海沦陷区进步

文学界迫害的加剧, 和少量汉奸文人看到日本侵略者气数将尽, 不

再写稿, 所以从此时到抗战胜利为衰落期。

　　作品评价方面, 有人提出:“师陀著名的《果园城记》中的作品,

以及郑定文《大姊》等短篇, 分别对中国城乡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

心理状态以及自己身边平凡的琐事, 进行了深入的反省, 在忧郁咀

嚼着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时候, 艺术上显得颇为真切和精致。”③ 还

有人认为, 郑定文的作品出现于沦陷期间的上海文坛, 除去历史和

社会的原因, 又别具意义, 他“作品所特具的清醒的意识, 对现实生

活的真实描写, 是对出卖灵魂、取媚于敌人的汉奸文学的有力的抗

争”。④ 也有论者评价, 张爱玲的小说不仅笔法优美, 而且其价值

“在于它启示人们如何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以经过点化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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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东方风采, 同世界文学进行富有才华的对话”。①

　　 (三)台湾沦陷区文学研究。

　　关于台湾沦陷区文学研究, 较有代表性评论、记述的, 还是杨

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台湾沦陷半个世

纪中的文学概况。他列举了初熟阶段 (1932—1937 年) 赖和、杨守

愚、杨逵等人的作品, 指出这个阶段的作品“立足台湾本土, 反思民

族本位文化, 透视日本殖民统治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这块

染血的土地造成的沉重灾难, 复受祖国进步文学思潮和日本昭和

年间普罗文学风气的影响, 带有极浓郁而峻急的民族民主革命色

彩”。② 他认为, 赖和的《斗闹热》、《惹事》、《可怜她死了》、《善讼人

的故事》等小说,“开创了一个立足乡土、反抗异族、认同祖国的卓

越的传统”,“为台湾新文学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坚实的第一

步”。③杨逵的《送报夫》“写出了沦为殖民地的台湾‘人非人’的历

史命运”; 他的《模范村》则“闪现着理想主义光华”, 描写了主人翁

对地主家庭的背叛和“传播抗日救国思想”; 他的《泥娃娃》则“采用

隐晦暗示性的手法”通过大雨把孩子的泥塑飞机、坦克、军舰和戴

日本“战斗帽”的不倒翁淋坏,“别开生面地象征着穷兵黩武的东洋

魔王必将溃灭的命运”。④杨义还在该书中评价了台湾 30、40 年代

作家郭秋生、王锦江、杨华、吴希圣、朱点人、吕赫若、张文环、龙瑛

宗、吴浊流等人的作品。

　　应当说, 沦陷区文学研究自 70 年代末, 特别是近十几年, 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尽管研究者还有观点分歧, 尤其在沦陷区作品和作

家的定性上仍有不同意见, 但通过各地区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

运用, 研究必将深入, 认识也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作者李仲明, 1950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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