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思奇全书 》中

《抗战文艺的动向 》

一文若干史实考辨

姚宏志

年 艾思奇在延安撰写了 《抗战文艺的动 向 》 （ 以下简称
“

《抗》

”

）

一文 ，总结了 年全

面抗战以来文艺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 ， 同时对今后文艺的发展趋向作出 了展望 。 该文

是抗 日战争时期文艺界有关
“

民族形式
”

问题讨论最早的文献之一 。 年 ， 由艾思奇著作编委会

编辑 、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 卷本《艾思奇全书 》
，

“

比较严格地按照发表或写作的时间顺序
”

进行

编排 《抗 》文被收录在其中第 卷 。 但是 笔者近期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 收录在 《艾思奇全书 》

中 的 《抗》文 ，存在着三处错误 ：

一是将该文的写作时间弄错 ；

二是将首刊该文的《文艺战线 》创刊时

间弄错 三是多出来三个莫名的标注数字 。

一

、 《抗战文艺的动向 》的成文时间

《艾思奇全书 》所收录的 《抗》文 ，将其成文时间醒 目地标注为 年 月 。 但是笔者在对

《抗》文内容的详细阅读后认为 ，这个时间标注是错误的 。 因为 《抗》文第
一部分在回顾抗战以来文

艺界所取得的成果时 列举了大量史实 其中许多史实不是发生在 年 月 之前 ，而是之后 。 例

如 文章指 出 ，文艺界 自抗战以来已经形成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
“

这不单只在形式上表现于我

们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 ，

不单只表现在这个协会的
一个机关刊物 《抗战文艺 》所表现着的

全国团结的精神
”

。
② 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两个历史事实 ：

一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 简称
“

文

协
”

） 的成立 ；
二是

“

文协
”

的机关刊物 《抗战文艺 》的创刊 。 通过査阅 资料后发现
“

文协
”

于

年 月 日在武汉成立 ，是抗战时期中 国文艺界最广泛的统
一战线组织 《抗战文艺 》于 年

月 日在汉 口创刊 ，刊物编委会由各方面的代表作家共 人组成 。 从上述两大史实的发生时间可

以看出 《抗》文的写作时间只能是在这些史实发生之后 ，
而不可能在此之前 。 其实在 《抗》文中 ，像

这样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些。 例如 ，
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两大期刊 《 战地》和 《文艺阵地 》 （ 均为半 月

刊 ） ，
也是在 年 月 之后才创刊 。 前者于 年 月 日 在上海创刊 ，编辑人为丁玲 、舒群

；

后者于 年 月 日 在广州创刊 ，编辑人为茅盾 。

在排除了 年 月 《抗》文写作时间的可能性之后 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具体成文时间 。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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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细读《抗 》文后发现 ，文中出现两处如下表述 ：

一

是
“

抗战到现在才不过 个月 的时光
”

；

二是
“

个月来文艺上各方面的活动在我们的面前提出 了许多问题来
“

。 上述两处关键性表述 ，均提

到
“

个月
”

的精确时间概念 。 换言之 如果确定了作者时间计算上的起点月 份 加上 个月 ， 即

是《抗》文的确切写作时间 。 那么 《抗》文以什么时间 、什么标志性事件作为
“

个月来
”

的时间计

算起点呢 ？ 通过对上下文的阅读可知 ，这一标志性事件是 年 月 的卢沟桥事变 。 从抗 日 战争

全面爆发时起 加上 个月 ，进一步推导 出 《抗》文的写作时间为 年 月 ，
比原先标注的时间

整整延后了 个月 。

当然 ，有人会提出疑 问 ， 《抗》文在计算
“

个月
”

的时间起点上是否存在着如下可能 ： 即不是

年 月 而是 年 月 （ 以 年 月 为基点 ， 向前推 个月 ） 呢？ 这种疑问似乎合理 实

际上并不成立 。 且不说 年 月 国 内并没有发生像 年 月卢沟桥事变这样重大的标志性

历史事件 ，并以之作为划分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折点 仅从艾思奇同斯发表的 《敌机轰炸延安 》

一

文中有关
“

个月
”

的表述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 该文劈头就写道
“

在抗战的第 个月 ，在

广州 、武汉相继失陷以后不久 ，
凶横残暴的 日 寇于 年 月 、 日 两次用飞机来轰炸了延

安… … 个月来 ，
不但我

一

切战区沦陷区域受尽奸杀焚掳的苦痛 ，
而战区以外的我一切主要城市 ，

也没有不遭受轰炸的灾祸 。

”

②这里同样出现了
“

个月 的一致性表述 ，可知 《抗 》与 《敌机轰炸延

安》两文的成文时间均在同
一

月 份 。 现在 已 经明确的是 ， 《敌机轰炸延安 》写于 年 月 ， 因

此 《抗》文成文时间毫无疑问应当 同样在 年 月 。

二 、 《文艺战线》的创刊时间

既然 《抗》文的写作时间不是 年 月 ，而是同年 月 ，那么 ， 《艾思奇全书 》将原载此文的

期刊
——

《文艺战线 》的创刊时间标注为 年 月 日 ，显然也是错误的 。 《文艺战线 》的实际

创刊时间只能是在 《抗》文成文时间之后的 年 。

笔者通过查阅 世纪 年代出版的期刊后发现 署名 《文艺战线 》的期刊曾先后 出现过 种 。

一是 年 月 创刊于北平的《文艺战线 》周 刊 ，后改为半月 刊 编辑人为张少峰。 年 月 ，

该刊出至第 卷第 期后停刊 ，共出版 期 。
二是 年 月 日 创刊于武 昌 的《文艺战

线 》旬刊 。 该刊 由 《奔涛 》和 《文艺 》期刊合并而成 ，编辑人为胡绍轩 。 年 月 日
，该刊 出至

第 卷第 期后停刊 ，共出版 期 。 三是 年 月创刊于广东汕头的 《文艺战线 》月 刊 ， 由广州

文艺通讯员总站汕头支站编辑出版 。 年 月 日 ，该刊出至第 期后停刊 ，共出版 期 。 四是

年 月 日创刊于延安的 《文艺战线 》月 刊 。 该刊是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

的

机关刊物之
一

周扬任主编 。 刊物在延安编辑 ， 由生活书店在桂林出版 ， 主要面 向 国统区发行 。

年 月 日
，该刊出至第 卷第 期后停刊 ， 共出版 期 。 艾思奇在 年 月撰写的

《抗》文 正是发表在 年 月 日创刊于延安的 《文艺战线 》第 卷第 期上 。

这里的问题是 ：为什么创刊于 年 月 日 的 《文艺战线 》
，
竟被 《艾思奇全书》的编者标

注为 年 月 日 呢？ 两者在时间上相差 了整整一年 。 笔者认为 这一错误的产生可能与改

革开放初期 曾经出版过的艾思奇论文集《论文化和艺术 》有关 。 年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从艾

思奇的遗著中精选出 多篇文章 ，
汇编成《论文化和艺术》

一书 于 年 月 由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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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版 。 《抗》文也被收录其中 。 编者在文末加注了 《抗》文的来源期刊及出版时间 ：

“
一

九三八

年二月 十六 日
，
延安《文艺战线 》杂志第

一

卷第
一期 。

”

这是
一

个错误的标注 ，把 《文艺战线 》 的创

刊时间 由 年 月 日写成了 年 月 日 。 这
一

错误是 由疏忽还是其他原因所引起 ，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 。 但可以肯定的是 《艾思奇全书 》在编辑《抗 》文时 ，
尽管知晓并明 确指 出该文

曾被《论文化和艺术 》收录过 但没有发现该书编辑上的错误 反而沿袭 了这一错误 。 因此 笔者有

理 由认为 《艾思奇全书》在编辑《抗》文时 ，并未核对原文的最初出处及期刊出版时间 ，结果是以讹

传讹 ，错错相袭 。

三
、 多出来的三个莫名标注数字

《艾思奇全书 》在编辑《抗》文时的再一个错误 ，是在文 中三个专有词汇
——

“

周作人
”

、

“

《未死

的兵》

”

、

“

托尔斯泰
”

旁边分别 多出 三个标注数字
——

“

①
” “

②
“

③
”

。
② 乍看之下 ，人们误 以为

《抗》文要为这三个词汇作注释 但翻遍 《艾思奇全书》第 卷 也未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三条脚注或

尾注 。 笔者又仔细查阅 了 《文艺战线》创刊号上的 《抗》文 发现原文中并没有 出现诸如① 、② 、③之

类的标注数字 更没有相应的注释 。

既如此 那么 《艾思奇全书》 中三个莫名其妙的数字从何而来呢？ 笔者再次査阅 了 《论文化和

艺术》
一

书 发现该书在编辑《抗 》文时 对上述三个专有词汇在文末分别作了注释 ，并在文中相应

的地方标有① 、② 、③数字 。 该书编者在后记中 特别指 出 ：

“

为使读者阅读方便 我们参照有关资

料 在个别地方作了
一

点注释 。

”

③这就是说 《论文化和艺术》在收录 《抗》文时 实际上已经对原文

进行了少量编辑 ，特别在文末添加 了三条注释以及文中相应的三个标注数字 。 这些 由编者后加的

文字 虽然为读者阅读文献提供了便利 ’但终究不是原文的固有内容 ，

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 了文献

本身 。 因此 为了恢复原文的本来面貌 ， 《艾思奇全书 》在收录 《抗》文时 ，
虽然十分明 智地删除 了

《论文化和艺术》中 《抗》文末尾的三条注释 ，却十分醒 目地将文中对应的① 、② 、③三个数字依旧保

留着 。 这种编辑上的错误和尴尬实不应该。

为了帮助大家对《抗》文的理解 ，
笔者将 《论文化和艺术》

一书为该文所作的三条注释照录如

下
：

“

①周作人
—

浙江绍兴人 。 现代散文家 。 年代和林语堂鼓吹
‘

闲适幽默
’

小品 。

抗战时期
，
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 ②《未死的兵》 ，今译《活着的士兵 》 ，

日 本现代作家

石川达三著 ，描写 日军侵华的诸般暴行 ，时人一般称之为反战小说 。 年 月 ，在 日 本《中央公

论》发表的当天 即被禁止发行 。 ③列甫 托尔斯泰 （

—

，伟大的俄国作家 。 著有《战争

与和平》 、 《安娜 卡列尼娜》 、 《复活 》等小说 。 他的作品广泛地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 深刻地

反映出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农民世界观的矛盾 一方面无情揭露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

种种罪恶 一方面又宣传对恶的不抵抗 企图 以
‘

自 由平等
’

的小农社会来代替沙皇制度 。

”

④

〔作者姚宏 志 ， 安徽师 范大 学马 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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