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作為一種生命能量的噴發，天才型的作家總是在一出現時便形成高峰，

其後則開始走下坡路。人生經驗和藝術經驗的積累對他們來說用處都不大。

站在香港當代小說發展的角度來看，雖然張愛玲只在香港留下了這兩部

作品，雖然她只在香港生活到一九五六年即赴美定居，雖然《秧歌》和《赤

地之戀》在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中已屬於強弩之末，但張愛玲和她的這兩部作

品在香港文學史上卻仍有重要的地位。這不僅因為她已有的文名，也不僅因

為她在香港有過的一段經歷，更重要的是，這兩部作品與五十年代的眾多香

港小說相比較，甚至與後來的眾多香港小說相比較，也絲毫不弱。一九六一

年十一月，張愛玲又自美國經台灣到香港來替「電懋影業公司」編寫電影劇

本。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張愛玲的小說《怨女》開始在《星島晚報》

上連載，延續着她和香港的緣分。更何況，張愛玲的小說在其後相當長的時

間裏，還繼續影響着一大批的香港作家，如鍾曉陽等。這種影響是許多長期

居留香港，且著作甚豐的作家所難以做到的。正是這一點更賦予張愛玲在香

港文學發展史上一個突出的地位。

（劉登翰：〈小說〉，《香港文學史》，頁 191-192。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 年。）

問題討論

1. 張愛玲在港大學習期間，適逢日本侵華，她對戰爭有什麼感
受？

2. 《秧歌》和《赤地之戀》在寫作方面有什麼特色？

3. 你怎樣評價張愛玲在香港文學史上的地位？

三、茅盾在香港的文學活動與創作

茅盾（189 6 - 1 9 8 1），姓沈，

本名德鴻，字雁冰，原籍浙江桐鄉

縣。從一九三八年起，他曾四度居

住香港，除第三次較短暫外，其餘

每次都逗留了一年左右。茅盾是現

代著名作家，他在香港的文學活動

與創作，對香港文壇具有頗為重要

的影響，可以說是他創作活動的高

峰期的重要部分。

第一次居港：抗日救亡的思想

為抗日文藝活動吶喊助威

作為著名的新文學作家和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主要成員，茅盾到香

港後數日，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晚，出席了中華藝術協進會主辦的座談

會，並發表演講。在回答「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的問題時，他說：

我們來討論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是把我們的工作本末倒置

了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的工作方向對不對？我們在創作方法上有沒

有深入而正確的理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偉大的作品遲早會

產生─特別因為我們已經看見現今這偉大的時代，已經覺醒了不少

的文藝天才，因此，如果我們不精密而刻苦地檢討我們的工作方向，

探究我們創作方法，而先來討論「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那就

本末倒置。

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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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家的生活應是戰鬥的─這一點，我的意思是：所謂戰鬥

的，並非一定要上火線或天天在幹群眾運動之謂，一個人對真理忠

實，對於自己忠實，做事一絲不苟，嫉惡如仇，見一不善必與之抗─

用口或用筆，這就是戰鬥的生活。

茅盾演講後，會議還就「國防文學」、「公式主義」、「香港文藝作品的

缺點」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茅盾後來還特地寫信給《大眾日報》，訂正了

會議記錄者的頗多不盡確實之處。這封來信被看作是茅盾南來香港的第一篇

文字記錄。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茅盾第二次南來香港不久，就出席了《大公

報．文藝》編者楊剛主持的「香港文藝界聯歡會」，他在會上報告了抗戰以

來的文藝運動及論述了民族形式大眾化等問題。茅盾指出，抗戰文藝活動已

不同於過去只限在一、二個都市裏，而是普遍於全國；新的青年的文藝戰士

一天一天在增加；抗戰文藝的群眾基礎擴大到士兵、農民和落後的工人分子

了。而文藝形式問題，也由從前的「大眾化」進一步發展到「民族形式」。「民

族形式」的大眾化，是指植根於現代中國人民大眾生活，而為中國人民大眾

所熟悉所親切的藝術形式，它既不排斥外來形式而主張吸收、消化以滋補自

己，又不排斥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而主張批判地加以繼承以光大之。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 97-98。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

1997 年。）

主持「言林」與《文藝陣地》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立報》在香港復刊，薩空了請茅盾出任該報副

刊「言林」的主編。當時香港各報的副刊多是掌故、佚聞、神怪、武俠、香

艷之類的文字，且思想保守。茅盾接辦這個副刊後，主張「五花八門，雅俗

共賞」，並保證有一長篇小說連載作為副刊的支柱。為此，茅盾自己創作了

一部抗戰題材的長篇《你往哪裏跑》（後改名為《第一階段的故事》）。此外，

他還以「上水」、「仲方」、「微明」為筆名，在「言林」上發表了許多雜文時

評。茅盾主持「言林」，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離開香港赴新疆為

止。「言林」面目的更新，受到香港讀者的廣泛好評，有人稱為「這是《香港

立報》對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中心』的香港的一項歷史性的影響」。

茅盾第一次逗留香港期間，還主編了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六期的

《文藝陣地》雜誌。該刊繼承了茅盾在內地主編過的《小說月報》的現實主義

傳統，重視抗戰文藝創作和評論，並且發現和培養了一批文學新人。刊物發

表了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蕭乾的《劉

粹剛之死》，于逢的《潰退》，丘東平的《第七連》等作品，在創作實踐上體

現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並存和統一。在《文藝

陣地》的各期中，茅盾分別用「茅盾」、「微明」、「仲方」、「玄珠」、「玄」

等筆名，寫了許多雜文、書評，如《公式主義的克服》、《八月的感想》等。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98。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創作《第一階段的故事》

《第一階段的故事》是一九三八年茅盾在香港時，應《立報》負責人薩

空了的請求「試寫一個『通俗形式』的長篇」，在《立報．言林》上連載的，

歷時八個月。最初連載時名為《你往哪裏跑》。這部小說以「八．	一三」淞

滬抗戰背景，描寫了抗戰爆發到上海淪陷的四個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

劇烈、複雜的變化。作品把視角對準幾個工商業者及知識階層家庭，刻劃了

他們對抗戰的心態表現。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99。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第二次居港：諷諭當世政局世風

茅盾第二次居港的九個月時間裏，經歷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和香港淪陷，

與葉以群、廖沫沙等輾轉避躲。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才在東江游擊隊

的保護下，回到內地去。在這期間，茅盾先後寫成了《劫後拾遺》、《生活之

一頁》、《回憶之一頁》、《脫險雜記》、《虛驚》、《過封鎖線》、《太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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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歸途雜拾》等八篇文章，對這一段驚險的經歷作了記錄。這些作品

還通過不同的側面，反映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香港社會，以及南來文人的處

境，並且，對於淪陷後香港某些小市民的心態，也作了生動的刻劃。

一九四一年，茅盾在香港創作了一批歷史文化雜文。這一時期他所寫的

文章，仍沿着一九三五年的《速寫與隨筆》，一九三六的《印象．感想．回

憶》的路線發展，「未嘗敢忘記文學的社會的意義」。因此，這些文章以議論

或具尖銳性和針對性的雜文為主，思想立場鮮明而堅定，而在技巧上也注意

謀篇佈局，用字遣詞，顯示了他的深厚的藝術功力。

茅盾寫的這些歷史文化雜文大都刊登在《華商報．燈塔》、《筆談》半月

刊，《大眾生活》週刊和《文藝陣地》雜誌，有《孔夫子》、《再談孔子及其

他》、《「士」與「儒」之混協》、《中庸之道》、《國粹與扶箕的迷信─紀

念許地山先生》、《從心不古》、《文化近事有感》、《獎勵學術之道》、《諾言

與頭顱》、《倡提倡學術之類》、《談一件歷史公案》等。

茅盾的這一批歷史文化雜文，主旨是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端緒，諷諭當世

政局世風。茅盾對中國古代文化，本來便有豐富的知識。他的這批歷史文化

雜文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思想，總的來說是反傳統的，即便是評論時世，其內

容大都表現出當時學界的爭論動向。例如在《「士」與「儒」之混協》一文

裏，茅盾認為古之所謂士與儒，不同於今之所謂知識分子。「古之士，通常倒

是指那些荷戈帶甲的人們」；「而」『儒』者，『蠕』也，言其能委婉曲折，應

付人事」。他以此去論君子儒與小人儒之別，頗具現代意味：「從孔子之素以

『超然』自命，進退在我這一點看來，他所指斥的『小人儒』大概是賣身投

靠，專一認定了一個主子那樣的『儒』。」「所謂『士』者即為權門的豪奴，

而所謂『儒』者，亦不是權門的清客而已。」這些評述，在學術上也許是不

甚嚴謹的，而作為文學來看，則頗具文采。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 101-102。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

1997 年。）

第三及第四次居港：在戰後香港文壇的活動

抗戰以後，與郭沫若一起站在民主革命運動前列的茅盾，曾兩度到達香

港。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三月，茅盾偕夫人離開重慶，經廣州於四月十三日

到達香港，然接去蘇聯訪問，一九四七年四月回國。這一次，他居港時間不

長，出席了文協香港分會的歡迎會和香港文化界的公宴，並作了即席演說。

演說的題目是《現階段文化運動諸問題》，發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的

《華商報》。

（……）

茅盾在戰後第二次來香港，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偕夫人與郭沫若一

起從上海轉移到此的。茅盾這次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久。期間，他多次參與

香港文化界的活動，成為香港文壇的一個核心人物。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茅盾在《風下》週刊發表《反帝、反封建、大眾

化─為「五四」文藝節作》一文。文章指出，「我們現在的文藝應當作為反

帝反封建的思想鬥爭的一翼，配合全國的民主運動，徹底完成民族獨立解放

的偉大任務」；「二十多來年，我們僅是向大眾化走而已，還沒有做到真正的

大眾化」。因此，需要塑造一批「農民和工人的典型」，「等到我們的作品充

滿了這樣的新人的時候，大眾化方告功德圓滿」。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香港中原、建國、新音樂社等社團在普慶戲

院演出新歌劇《白毛女》。茅盾觀看此劇後，在《華商報．熱風》發表了《讚

頌〈白毛女〉》一文，指出這是一部「歌頌農民大翻身的中國第一部歌劇」，

「是民族形式的歌劇」，它「比中國的舊戲更有資格承受這名稱─中國式的

歌劇」。

（……）

這期間，茅盾在香港還主編了文學誌《小說》月刊和《文匯報》的「文

藝週刊」。茅盾在香港創作的三個短篇小說《驚蟄》、《一個理想碰了壁》和

《春天》，論文《論魯迅的小說》，譯作《蠟燭》（西蒙諾夫作）等，都發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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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月刊上。他在香港創作的長篇小說《鍛煉》，則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九

日起在《文匯報》上連載，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載完。除此之外，茅盾還寫了

《客座雜憶》、《紀念高爾基》、《記魯迅藝術文學院》、《生活之一頁》等十六

篇散文、雜文、隨筆，發表在《華商報》、《正報》、《文匯報》、《群眾》、《國

訊》、《創世》、《野草文叢》、《風下》、《讀書與出版》、《文藝生活》等香港

和內地的報刊雜誌上。

茅盾的三個短篇中，《驚蟄》是寓言體小說，描寫驚蟄季節，萬物萌動，

比喻人民的春天已經來臨。《一個理想碰了壁》描寫抗戰第二年作者的朋友在

廣州、香港等地的生活經歷，作品中的 S 君，便是作者自己。《春天》則以張

天翼的《華威先生》中的華威作為主人公，刻劃了這一典型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卑鄙而可恨，甚至可怕」的「另外一套」的形象。

《鍛煉》是茅盾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茅盾原計劃寫五部連貫的長篇，

「從抗戰開始至『慘勝』前後的八年中重大政治、經濟、民主與反民主、特務

活動與反特務鬥爭等等，作個全面的描寫」。《鍛煉》是這五部連貫小說的第

一部。

《鍛煉》以上海淪陷為背景，暴露了現實的黑暗和官員的貪污腐敗。這

部小說與《第一階段的故事》在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整個背景，都是

相同的，部分人物的面貌也有相似之處。

小說通過國華機器製造廠內遷漢口為線索而展開。從拆遷一開始以至最

後的整個過程中，處處暴露了「官方辦事之貪污無能，社會組織的不健全」，

一切都是「敷衍、荒唐」，「一切都叫人灰心！」名醫蘇子培的女兒蘇辛佳

到難民收容所做慰勞和宣傳工作，被當作是有罪的而遭到逮捕，難民收容所

的管理員竟敢剋扣難民的口糧。作為南京政府所在地的漢口，哪裏還有一絲

「戰時景象」！茶館酒樓一片熱鬧，牆上張貼着「莫談國事」，妓女擁進擁出。

小說勾勒了一幅戰時景象的畫圖，對於戰時的腐敗政治給予了辛辣的諷刺。

在抗戰的總主題之下，小說試圖把愛國與賣國、抗戰與投降的鬥爭，進行全

面的刻劃。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 132-134。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

1997 年。）

問題討論

1. 茅盾居港期間的創作有什麼特色？

2. 試向同學介紹茅盾任何一部作品的內容特色。

3. 承上題，談談你對茅盾以抗戰為主題的文學作品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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