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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视湖南左翼作家群的创作, 从总体上看,作家们在 20世纪 20~ 30年代的社会政治斗争中开拓了视野,扩

大了题材, 最大限度实践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战斗功能。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语境下, 他们的创作淡化了

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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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与艺术双重旋律的交织, 是公认的中国

20世纪 30年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 [ 1]
凸显文学

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强调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是社会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是 30年代建立的革

命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 2]
无疑, 文学表现时代,文

学为政治服务也就成了此时期左翼作家的共识。有

着关注现实和社会人生, 匡时济世、介入时政, 以文

救世意识的湘籍文人大多具有  文须有益于天下 !

的创作意识。对于深受近世湖湘文化和俄苏文学影

响的湖南左翼作家们来说, 同其它地域的左翼作家

相比较,他们几乎都把政治置于自己人生价值的首

要位置,在政治化倾向上可能会表现得更突出一些。

政治是他们文学的主宰, 也是他们人生命运的牵引

之神。他们选择了  战斗的力的美学 !这一审美特
性来完成他们的  政治 � � � 文学 !这一创作理念,将

政治通过文学这一载体传达给世人, 在浓重的白色

恐怖里,以笔为枪自觉而勇敢地在精神领域给了反

动派以重重的一击, 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书写了光辉

的一页。

一 ∀ 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的共生

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的强化,使湖南左翼作家在

逼近现实、逼近革命, 反映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巨大

的历史变动方面,取得了别地作家无可替代的贡献。

黎锦明的#尘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

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作品比较成

功地塑造了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熊履堂, 国民革命中

反动军官蒯得霖,革命队伍中的投机政客马润祥、韩

秉献,国民党中的  清党派!何委员以及土豪劣绅刘

百岁、刘万发等形象。小说中很多人物是  五四!新
文学人物画廊里第一次出现的。小说反映了革命阵

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 揭示了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黎锦明刚写完后就交给开明书

店出版,时任书店编辑的叶圣陶认为在当时白色恐

怖气氛十分浓重的时候, 这种题材对当时南京新政

府刺激性太大,因而极其危险,书店老板不敢冒然出

版。周作人看了之后也是这个意见, 最后在鲁迅的

鼓舞和帮助下作品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这种对社会

现实深刻而大胆的披露, 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浓重

的情况,只能出现在对革命有着直接感知的湖南作

家笔下。黎锦明的另一短篇小说 #我的口供 ∃的战
斗风格更为鲜明。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当时南京

政府所鼓噪的  国民革命成功 !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我说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变样, 就譬之这一回

的革命罢。原来 %革命 &这字的意义无非是所谓下
流社会反抗上流社会,或被压迫社会反抗压迫社会,

而弄到中国来却变成一种恰恰相反的情形了。他们

那些大商贾,大官僚合起那些以洋房西餐过活的知

识阶级,屠杀了许多农工、学生,便就是 %革命 &将告

成功了,世界上那有这样滑稽可笑的事? ! [ 3]
另一位

左翼作家彭家煌, 也在小说中借一位国民党伤兵之

口说出:  ∋∋革命革命, 革来革去,没有革出什么,

只是反而多革出一些贫民, 一些残废。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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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只看见一二个人成功, 象大多数的无量数的我们

这样的人, 是永远失败着∋∋革命究竟成功了吗?

我们究竟真正革了命吗? 说是为民众解除痛苦,民

众的痛苦解除了吗? 你们也是民众, 你们的痛苦解

除了吗? ! ( #垃圾 ∃ ) [ 4]敢于这样直斥反动当局的本
质,这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浓重的情况下实属罕见。

作者怀着强烈的革命义愤, 表达了革命年代人民共

同的心声,这是身处革命斗争旋涡中心的湖南左翼

作家的深切心理体验, 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人

民的情绪、意志和愿望。

出于强烈的政治要求,湖南左翼作家从时代视

角切入,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示了革命

的必然性, 预示了革命的前景, 也是极为难能可贵

的。  蒋牧良是一个忠于时代的 %战斗作家 & !。[ 5]

#锑砂∃就是当时文坛上少见的反映产业工人苦难

生活与反抗精神的佳作。 #强行军 ∃中描写了伪军
的故事,然而却处处突出了红军的巨大力量。叶紫

的湖南农运描写也许是最出色的。大革命和农民运

动在农民心头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以江西苏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 又为

农民树立了榜样。这是叶紫在 #丰收∃和 #火 ∃等作

品中要表达的重要意思。青年农民立秋在严重的

 天灾!和  人祸!面前,  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
的盛况 !,盼望着  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呦! !  假如要

再来一个的话,一定硬要把它弄得久长一些啊! !叶

紫的作品在中国最黑暗年代里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

乐观的精神,似黑夜中的一团烈火,鼓舞着重压下的

人民群众去摧毁旧世界。叶紫在作品中不把农民运

动当成单纯的偶发的孤立的事件来表现, 而是着眼

于揭示引起这些事件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广泛的现

实因素,从整个历史联系来说明农民革命斗争的发

展是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就反

映出时代的本质和历史的必然性而言, 叶紫的作品

显然比同时代同类题材的作品显示出更鲜明的政治

倾向性,此种倾向的表达, 也提供了更多的现实依

据。

体现政治化倾向的创作在三位女左翼作家作品

中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与成就。一生与政治结下了

不解之缘的丁玲,在每一个时期,都能自觉地站在时

代的最前列,敏锐地捕捉时代的新气息、新变化,用

政治家的眼光和人格去审视轰轰烈烈的时代和斗

争,不断演泽作家对政治的忠诚信仰与理想化追寻。

其在左联时期的创作,显然拓宽了思路,视角伸展得

相当广泛: #水 ∃写 1931年波及全国十六个省的洪

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及当权者所制造的人祸, #某

夜∃塑造了一个在蒋介石屠刀下英勇就义的革命者
形象, #夜会∃抒写了工人群众纪念  九 (一八 !的爱

国热情, #奔∃记录了乡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借债作盘

缠奔到上海而希望被撞得粉碎的惨状, #消息 ∃中让
渴求革命的人们听到了从另一个世界 � � � 革命根据

地所带来的消息。读这一系列作品, 我们似乎可以

听到隆隆的炮声, 看到刀光与剑影, 遍地的饿殍, 涂

炭的生灵,革命者殷红的血∋ ∋会更加鼓舞起民众
的斗志,激励人们勇敢地投入战斗。无怪乎毛泽东

对其有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 (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 ∃ )的赞誉。由此可以看出丁玲手中

这支笔的威力。谢冰莹的作品有一种阳刚之美, 字

里行间充溢着雄浑奔放、高昂激烈之气。试看她笔

下的句子:  奋勇地冲上前去,和敌人作一次最后的

斗争! ! ( #地狱中的天堂 ∃ )  假若此时我握着手枪
在手里,第一颗子弹一定落在那混帐王八的水手的

脑上 ! ( #海上孤鸿 ∃ )如此痛快淋漓的情绪宣泄, 读

来令人神往。曾被阿英誉为当时女性作家中  在意

识形态方面, 在反抗精神方面, 在革命情绪方面 !
 最发展的一个 !的白薇, 创作 #革命神受难 ∃, 对屠

杀人民、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进作了彻底揭露,

致使发表它的 #语丝 ∃杂志社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
警告。  九 (一八!事变前后, 她又将笔墨移向反日

斗争,传达出东北人民的抗日呼声,同样显示出其创

作与时代俱进的走向。

二 ∀ 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的失衡
政治意识对文学创作毕竟是一柄双刃剑。在

20世纪 30年代这个  阶级利益高于一切,阶级利益

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文艺,才是

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艺术 & ! [ 6]
这个语境下, 湖南左

翼作家们在最大限度上实践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战

斗功能,可是这种对文学功能的激进选择,却挤压了

文学的审美创造空间,抑制了文学自身内部的美学

建构,淡化了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弱化了文学创作

的自律意识,使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意识

的的传声筒。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尚质轻文, 忽视了  文学技巧 !的表达, 人物

描写缺乏典型性。诸如 #尘影 ∃中的熊履堂表现出

来的更像一个热心社会改革、秉公办事、体恤民情的

传统型  父母官 !。这是一个道德理想的集合体, 一

个观念形态的聚合体,而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活生

生的艺术典型。由于作者  尚质轻文 !的创作意识,

导致对人物性格疏于典型化, 而没有刻划出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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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应有的能力、智慧、胆识和个性。在这个人物身

上,更多的是集中了黎锦明更多的观念化、情绪化的

东西, 而丧失了构成一个艺术典型必须具备的某些

更为细腻、更为生动合理的元素。蒋牧良的小说,其

内容之厚重是著名的,但弱于技巧的探索也很显然。

他急迫地陈述着耳闻目睹的农民生活惨状, 因而笔

致较为粗糙,叙述多于描写,难于把笔触细致而从容

地伸向更深的社会、文化、心理层次。以  女兵!文

学著称于世的谢冰莹在此时期的作品中以写实手法

反映了革命时代的风云和革命激情, 不夸张, 不渲

染,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但纯粹的写实排斥了艺术的

虚化, 作品虽真则真矣,却缺少一种令人回味咀嚼的

余韵, 强调了纪实性,弱化了文学性, 使史实价值大

于文学价值,正由于艺术技巧方面的粗糙,因而也多

少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即使是被阿英称之为

 她是现代的女性作家中的一位比较最优秀的戏剧
作者!的白薇,

[ 7]
也因为此时期在她的戏剧世界里

是一个高度主观化的,灌注了强烈反抗激情的世界,

难以在审美时保持距离,往往任凭自己的感情奔涌,

而无暇或无意对它进行规范和节制, 她的表达也是

自发的,并非自觉的形式追求, 因此她的作品就像是

未经雕琢的宝石,虽熠熠闪光却并非完美。

2、生活经验的缺乏导致艺术感染力的缺失。在

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环境下,尽管湖南左翼作家曾

参与过一些革命运动, 但却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工

人、农民、士兵的生活之中去,同时加之湖南革命形

势发展很快,因而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缺乏

生活的真实感,有些甚至流于概念化。诸如 #战烟 ∃

中,尽管其思想是正确的,主题是积极的, 但由于作

者的材料大都来自当时各种报刊杂志的报道和记

载,以及对事件的一般调查、采访, 缺乏实地生活经

验,所以人物形象比较概念化, 情节也欠真实, 结构

也较为零乱。彭家煌加入  左联 !后, 由于他并未亲

历中国的农民革命斗争, 对革命队伍中所发生的事

情不甚了解,但在理智上他又想在自己的小说中表

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因而在其 #两个灵魂 ∃中, 由

于缺乏深厚的生活功底使得他在创作中陷入了矛盾

境地, 理念大于形象。这种观念的绝对化,就导致了

完全以想象的逻辑代替艺术形象内在逻辑发展的创

作,进而影响了小说创作的深度和厚度。曾被钱杏

邨称为  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九三一年的最优秀的成
果 !的#水∃, [ 8]

同样由于作家的生活和斗争经验的

不足而导致了  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

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造,

以站在岸上似的兴奋的热情和赞颂代替了那真正在

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中的痛苦和愤怒的感觉与感

情。这样就使我们只能感到作者自己的信念和热

情, 而不能借这一幅巨大的群众斗争的油画心惊肉

跳地被人民的力量所感动。! [ 9 ]

综观黎锦明、彭家煌、蒋牧良、叶紫、丁玲、谢冰

莹、白薇等湖南左翼作家们的作品, 我们不得不承

认, 强烈的政治关怀意识,使他们最早将目光和激情

投向广阔而剧烈的社会变动,转向民生疾苦,转向阶

级斗争,用文学创作和文学行为来思考社会和人生,

这使文学创作题材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开拓, 表现角

度得到了深度开掘。他们从各自的现实体验和感受

出发, 在政治激情的引导下, 在追寻  战斗的力的

美!这一审美特性的过程中, 创造出了一些既具有

深沉的艺术底蕴又具有浓烈的政治激情的作品, 引

领文坛之风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

展,更促进了左翼文学的繁荣。但在特定的时代背

景和文学语境下, 他们的创作挤压了文学的审美空

间, 淡化了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 造成了政治理性与

审美意识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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