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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 〈东南日报〉 研究》 （１２ＪＤＭＧ０１Ｚ）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随着日军不断地猛烈进攻， 到 １９３７ 年年底， 钱塘江以北的主要城市和周边地区相续为日军所占领。 但是钱塘江以南

的浙江省大部分地区、 福建江西两省以及安徽南部地区暂时还没有受到侵犯。 这些东南省份紧密相连， 又因为当时与内地的交通已经被敌人切断，
就形成了 “孤悬半壁” 的局面， 所以东南省份又称为 “东南半壁”。

《东南文艺》 ： 一个被人遗忘的副刊
———兼对抗战时期东南文艺运动研究拾遗补缺

丁　 伟　 何扬鸣

摘　 要： ８ 年抗战时期， 东南诸省未沦陷地区曾经有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 即东南文艺运动。

当时东南地区的著名报纸 《东南日报》， 在迁移到浙江云和时创办了积极响应这一运动的副刊 《东南文

艺》。 分析 《东南文艺》， 能澄清学术界对这一运动研究存在的一些误解和缺憾， 挖掘其中所表现的东南

文艺运动中重要的文化构成， 并同时展现抗战时期浙江新闻及文艺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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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在 “东南半壁”，①新闻工作者及文艺工作者们发扬了人自为战、 区自为战的精神， 独立

地开展涵盖浙、 闽、 赣、 皖 ４ 省的文艺运动。 这个运动自成整体、 颇具规模， 期间产生了一大批文学创

作、 文艺思想建设、 大众文艺领域的优秀成果。 这就是抗战时期一个著名的文化运动———东南文艺运

动。 东南文艺运动既不同于东南的沦陷区文艺， 比如上海的 “孤岛文艺”， 也与在东南地区开展敌后游

击战争的 “新四军文艺” 不一样。 它的规模和声势不仅在整个东南地区， 就是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使 “东南半壁” 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

有关东南文艺运动的研究早有学者做过， 也产生了不少的相关论著。 但是， 这些论著均为东南文艺

运动概况的阐述以及面上情况的介绍， 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个案的深入剖析与研究。 缺乏个案研究， 会

妨碍人们对这一文艺运动的深刻、 全面认识， 也易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本文拟选取被世人遗忘

的 《东南文艺》 副刊作为案例进行论述， 希望有助于拓宽对东南文艺运动的研究， 有助于深化对东南

文艺运动的认识， 有助于丰富对抗战新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一

“东南半壁” 范围有限， 其间缺少中心城市， 多是农村山区。 １９４２ 年的浙赣战役以后， 日军又相继

占领浙江的金华、 兰溪等大城镇。 “东南半壁” 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东南半壁” 中的文化中心又逐渐

转移到偏僻的地区。 “东南半壁” 的条件恶劣且日益恶化， 比如没有一个大型的、 由东南的文艺工作者

与文艺爱好者所组成， 而又是东南文艺运动的指导者的大本营的文艺刊物。 但是， 这并不意味东南这

一个角落便没有文艺和文艺运动。 虽然缺乏大型的文艺刊物， 但东南各种报纸都有文艺副刊。 这些文

艺副刊， 努力地塑造报纸的特殊风格。［１］然而， 如果有统一的战略战术和统一的战斗阵地， 那么这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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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副刊的作用将会更大。 开展东南文艺运动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东南文艺运动， 是浙江文化工作者根据浙江和东南地区抗战文艺的现状和趋向而率先提出和发动

的。 绍兴东南文艺社有两家刊物， 其中之一就是 《东南文艺》， 由马园太主编。 １９３８ 年， 《东南文艺》
在阐述其创刊的缘起和宗旨时指出： “东南文艺， 是绍兴爱好文艺者的同人杂志， 创刊的动机很简单，
大家觉得绍兴的文艺园地很沉寂， 文艺工作者应当负有拓荒的任务， 尤其在这个斗争的时代中， 尤其

在站在钱塘前哨的越王古城中， 抗战文艺已成为文艺运动的主流。” ［２］ 绍兴的 “东南文艺社” 首先举起

了 “东南文艺” 的旗帜。 尚在抗战初期， 浙江文化工作者就有这种认识， 是难得的， 表明他们在开展

文艺运动时着眼于区域性的高起点。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８ 日， 温州籍作家莫洛创建 “海燕诗社”， 提出了 “建立东南诗运” 的口号： “在浙江

省———不， 在中国东南角、 诗歌运动是沉寂的， 甚至许多热爱诗歌者， 都不能读到一本完整的诗刊， 内

地的诗运的热烈展开， 这儿似乎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我们为了开拓这一荒原， 更因为我们热情地酷

爱诗歌， 便不自量地以建立东南诗运为宗旨， 出现了海燕诗歌社， 出版诗歌丛书和诗刊。” ［３］ 莫洛表示，
“愿以强烈的斗争意志， 把握住诗歌的武器， 据守在自己的岗位， 献出我们的生命来向暴敌抗争！” ［４］ 莫

洛还有与正在金华、 上饶等地活动的著名诗人覃子豪等联系， 筹备成立 “中国诗歌协会东南分会” 的

计划［５］ ， 以期实现东南诗人大联合， 推进 “东南诗运” 的开展。 这是在文学创作的具体领域里倡议

“东南文艺”， 使东南文运有了实质性内涵。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义乌籍作家尹庚在 《浙江日报》 副刊 《江风》 上提出要 “建立东南文艺堡垒”

的口号。 时在江西省上饶编 《前线日报》 专刊 《文艺评介》 的作家许杰认为不仅要 “建立东南文艺堡

垒”， 还应当开展一个 “东南文艺运动”： “我的意思， 所谓东南文艺堡垒的建立， 他的正确的意义， 应

该是怎样的联合东南的文艺工作者， 与文艺爱好者， 展开东南的广大而深入的文艺运动， 而不仅在于

出版一个文艺刊物。 固然， 在东南的这一区域， 我们要求一个像样的比较大型的文艺刊物， 当作我们

东南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的文艺运动的中心； 而每展开东南的文艺运动， 也绝对不能忽略了一个

比较大型的， 由东南的文艺工作者集中精力所举办的文艺刊物， 但在整个的文艺运动上说， 仅仅是一

个文艺刊物， 还是不够的。” ［６］随后， 许杰在江西和浙江的报刊连续发文， 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开展东南

文艺运动的理论主张、 具体计划、 实施办法等。 鉴于 “东南文艺运动” 其实就是一场能有效刊载文学、
艺术、 戏剧作品的东南报纸副刊的运动， 许杰说： “东南文艺运动， 不仅仅是东南各家报纸副刊的运

动， 而且应当扩及到整个东南的社会， 所以， 我还提出两处 ‘联合’， 即东南作家的联合和东南文艺作

品的联合。” ［７］同时， 鉴于当时有一批冠以 “东南” 名义的单位和文化团体， 如 《东南战线》、 《东南日

报》、 《东南文化》、 东南出版社、 东南联合大学等， 许杰认为应当有一个大型刊物来服务于一个较大规

模的文艺运动。 但是限于当时 “东南半壁” 的物质条件， 不可能创办大型的文艺专刊。 于是他在 《浙

江日报》 上发表 《从东南文坛现状谈到东南文艺运动的前途》 一文， 建议东南各报副刊 “联合” 出版

专栏 《东南文艺》， 版面和内容保持相对一致， 积累既多， 就等于有了一个大型文艺刊物。
许杰的建议立即得到东南各地文化工作者的热烈响应。 各地的报纸副刊编辑纷纷撰文支持这个建

议， 并提出了许多旨在促进 “联合” 的建设性意见。 不少人还分头努力， 筹备大型文艺刊物， 如 《浙

江日报》 在浙赣战役由丽水迁到龙泉以后， 其副刊 《江风》 编辑莫洛、 陆贯准备在浙江龙泉出版 《东
南文艺》， 浙江丽水的 《东南日报》， 计划要在 １９４５ 年元旦增添 《东南文艺》 了， 福建南平的 《东南

日报》 与江西赣州的 《青年报》， 也在出版文艺扩大版。 各地作者、 编者的热烈反响， 反映了东南文化

工作者的期待， 即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都能充分实现大联合以推进东南文艺运动持续发展。 为此，
许杰又进一步提出： 利用原有东南各报文艺副刊的地位， 由编辑选出水准较高的作品， 每周或每隔 １０
日出版扩大版一次； 这种各报所出的文艺扩大版， 可以定名为 《东南文艺》 某某版。［８］ ［９］

就在大家为 “东南文艺” 联合专栏献计献策、 摩拳擦掌之际， 日本战败宣布投降， 持续 ８ 年的抗

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 抗战的结束， 原来的设想自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是否意味原来的设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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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点都没有做呢？
有些学者说， 关于东南文艺运动讨论中 “提出的种种设想与计划， 终因抗战胜利在即， 战时文艺

即将完成历史使命而未能完全实现”， 出版东南文艺联合专栏的计划也在深入酝酿之中顿告结束。［２］（５４）

这是不准确的， 因为在酝酿东南文艺运动的过程中， 除了 １９３８ 年绍兴 《东南文艺》 可以不算外， 的确

又有一个 《东南文艺》 创办起来了， 为抗战期间在东南地区一直在进行的东南文艺运动划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 东南文艺运动的研究之所以基本停留在面上情况的介绍， 除了我们的学术不重视个案研究

的症结之外， 还与我们误认为东南文艺运动中并没有具体的栏目问世有关。

二

《东南日报》 创刊于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的杭州， 是东南地区第一大报。 抗战时期， 该报历经千辛万苦，
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但是， 它不断遭受打击， 又不断崛起。 先从杭州撤退到金华，
浙赣战役爆发后， 又分两路向福建的南平， 浙江的丽水、 云和转移， 前一路出版了南平版， 后一路先

后出版了丽水版、 云和版， ８ 年之中迁移 ５ 地， 换了 ７ 个地址， 始终顽强地在抗战前线斗争着。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 日， 《东南文艺》 就在 《东南日报》 云和版上问世。
《东南文艺》 在创刊号上写道： “这就作为 《东南文艺》 的创刊号而出现了， 不管它所引起的是读

者的希望， 抑或是失望。 ———虽然， 我们很想把它办得更充实， 也更多含点战争气味， 但创刊号里没有

完全做到， 这希望只好期诸来日。” 编辑继续说道： “幼稚对于老成， 有如孩子对于老人， 决没有什么

耻辱。 本刊还是初生之婴， 它有成长的权利， 也有这义务。 凯伦·纪伯伦说得好： ‘作工为的是要与大

地， 和大地的精神一同前进。 在这时代， 在这地域， 作为一粒萤火的， 能发几分热就发几分光吧。’ 这

光， 这热， 如果能与世界的民主精神相呼应， 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愿望。” ［１０］

即使作为那个时代的萤火， 也要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在当时印刷设备破旧、 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

下， 辗转奔波的 《东南日报》 坚持了自己在发刊词上的承诺。 《东南文艺》 １９４５ 年元旦创刊， １０ 月 １５
日终刊， 历时 １０ 个多月， 一共出版了 １８ 期， 约 ２０ 万字。 除创刊号刊登于第 ５、 第 ６ 版外， 剩余期数皆

刊登在周一的第 ４ 版， 篇幅为一版， 两周一期。 期间， 除抗战胜利迁回杭州的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１０ 月 １５ 日

之间有过两期时间的空白外， 每一期的 《东南文艺》 都是如期而出， 并且每期都在不断地尝试新的形

式、 新的内容。
《东南文艺》 的形式多样， 有小说、 散文、 文艺理论、 诗歌、 书信、 报告文学、 戏剧、 漫画、 木刻

插图等各种体裁。 《东南文艺》 共出了 １８ 期， 现存 １７ 期。 根据现存的 １７ 期的统计， 共 ６０ 篇， 分 １０ 种

类型， 其中翻译的外文有 ２１ 篇， 短篇小说 ８ 篇， 中篇小说连载 １１ 篇， 作家介绍 ６ 篇， 诗歌和文艺理论

各 ３ 篇， 散文和报告文学各 ２ 篇， 序言、 戏剧、 漫画和木刻插图各 １ 篇。 “东南半壁” 各报的文艺副刊

上， 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即杂文、 论文、 小说大约占三分之一， 而散文和诗歌， 几乎占到二分

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比例。［１１］这些散文、 诗歌、 绘画都充当了动员民众、 反抗侵略、 为民族解放鼓掌呐喊

的武器。 此外， 漫画和木刻艺术也从烽火弥漫的战场中汲取了力量， 有表现爱国民众踊跃参战和抗日

战士勇敢杀敌的壮烈场面， 也有矛头直指殘暴的敌人和无耻的汉奸。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这里主要分析 《东南文艺》 中的小说情况。 在 《东南文艺》 中， 中短篇小说

及连载是其主要形式， 在 《东南文艺》 刊载的内容中占据了绝对的比例， 现存 １７ 期的 《东南文艺》 就

载有中短篇小说 １９ 篇。 分析 《东南文艺》 的小说， 将剖析东南文艺运动， 有助于了解抗战创作的文学

水平。
《东南文艺》 中多数作品有着战争的背景， 原创的小说更是大多描写抗战期间的个体或群像， 如庄

瑞源的 《安息》、 《追寻》， 王西彦的 《古屋》 节选、 《两钱黄金》， 谷斯范的 《风雨故人》， 李望莺的

《萤》 等。 其中既有对现实的控诉， 也有对人们心理状态的描写， 不少作品直接描写了民众面对侵略暴

行而进行的反抗斗争。 如 《东南文艺》 中庄瑞源的小说 《追寻》， 男主人公是一个学生， 他和同学们为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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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逃避进犯的敌人不断颠沛流离。 他在旅途中遇到了无助的女主人公， 一个与部队失散的女战士。 在

女主人公对战场情境的回忆和描述中， 两人从彼此隔膜到互相了解， 最后男主人公在思想上得到了升

华， “只有保全国家， 才能有个人的幸福”，［１２－１３］他决定弃学从戎。 整个小说背景紧扣抗战时局， 主人公

的心理状态也契合了战争中青年的心态， 真实而感人。
探讨知识分子在抗战背景下的心路历程， 也是东南小说家善于运用的题材。 这些作品， 对知识分子

自身存在的弱点和局限进行了批判与自省。 王西彦就是驾驭这类题材的代表， 他曾说： “当我在写那几

篇回答 ‘谁在抗战’ 的以农民为主人公的作品时， 脑子里也浮现着知识分子的面容， 耳朵里也响着他

们的叹息。” ［１４］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９ 日到 ６ 月 １８ 日， 《东南文艺》 曾用 ６ 期的版面连载过王西彦的长篇小说

《古屋》 后段 《演不完的悲剧》， 写的就是抗战时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空虚和困境。 主人公孙尚宪早

年曾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受现实打击而失去雄心后， 退入书斋不问国事， 一心只为消遣人生。
然而因为战争等因素， 痛苦始终伴随着他。 经历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后， 他终于看破世俗享乐， 捐出自

己的古屋给迁移的儿童作为学校。 理性的反省， 是战时东南小说拓宽题材和深化主题的一个层面。 作

家出于对民族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 重新认识自己， 体现出了强烈的自省

精神。
表现丧失自身价值的妇女在战争中追寻自我价值和人格的主题， 也是东南小说中正面表现的重要

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 《东南文艺》 中也有明显体现。 李望莺的小说 《萤》， 描写的就是一个沦为妓女的

名伶在死后对当时社会的抗议和控诉。 小说从荒地里的一座墓碑写起， 死去的名伶开始回顾了自己短

暂的一生。 她最初出淤泥不染， 一心希望获得爱情， 后来被人欺骗后自甘堕落， 用复仇的形式在欢场

中打滚， 结果把自己带入了更痛苦的深渊。 最后， 她为了谋杀一个汉奸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１５］ 小说

以第一人称来写， 很有感情， 不仅契合了当时全民抗战的主题， 而且也鼓舞了那些寻找新生价值的

妇女。
然而， 抗战的现实又有光明与黑暗的交错。 既能产生出浩然正气的英雄， 也出现了 “新的人民的

欺骗者， 新的抗战官僚， 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 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 ［１６］ 对此， 《东南文艺》
的小说中也有深刻的揭露。 小说 《两钱黄金》 反映的就是抗战时期政府官僚贪污腐败的现象。 他们利

用时局肆意控制黄金市场以获取暴利， 而一些民众却盲目投资黄金以致倾家荡产。 文中的主人公是一

个大学教授， 当时动荡的时局迫使他不得不听从妻子的建议， 用所有的家当凑足了两钱黄金， 结果黄

金价格大跌。 小说虽然笔调温和， 但是在揭示主题时却一针见血， 时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发国难财

的却大有人在。 即使很有思想觉悟的大学教授， 对学生讲的是抗日大道理， 自己却贪图苟且小安， 其

中的讽刺意味在主人公矛盾的心理中昭然若揭。［１７］

刊登小说， 是抗战时期东南报纸副刊共有的现象。 战时的 “东南半壁” 中， 小说创作达到了空前

的繁荣， “散处东南各地的每一种报纸杂志都刊登有长短不一的小说， 战时小说单行本的数量也蔚为可

观。” ［２］（１５２）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不成问题， 但是相当部分看起来较为直白或浅显， 新意和深度方面较为欠

缺。 依托 《东南日报》 在东南地区的地位和号召力， 《东南文艺》 能较为容易地征集到东南地区较为成

熟和知名作者的作品， 在新意和深度方面无可争辩地略胜一筹。
《东南文艺》 的小说质量较高， 也表现在其翻译小说上。 在 《东南文艺》 现存 １７ 期中， 翻译的小

说比较多， 如瞿世渠翻译的马克兰·特卡楚克的 《间谍》， 许天虹翻译的狄更斯的 《巡游卖艺者的故

事》、 美国杰克·伦敦的 《幻灭》， 刘用翻译的委内瑞拉的勃朗科·丰波纳的 《克利喔罗的民主》， 施

蜇存翻译的南斯拉夫作家 Ａ． 克弗莱的 《建筑家》 等等。 这些小说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作家， 并且

题材和深度也超出了当时一般民众的欣赏水平。 学者认为， 文艺副刊应该多登创作或翻译小说， 这一

点在东南文坛是更加需要， 也是更加值得提倡与仿效的。［１１］（２３６） 这一点， 在 “东南半壁” 只有 《东南文

艺》 才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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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东南文艺》 出了最后一期。 在最后一期里， 编辑向广大读者说： “它的创刊，
是为了湘桂战争起后， 东南与大后方隔断， 文艺刊物因此在东南颇不易见， 为了供给一般爱好文艺者

一点小小的粗略的干粮， 这就产生了 《东南文艺》。 现在抗战胜利， 各方复原， 文艺界自亦不会例外，
东南读者之能得睹良好的文艺刊物， 时间断不会过远， 也为了这缘故， 我们深觉本刊已无继续发刊之

必要。” 这是事实， 东南文艺运动本为抗日战争而生而存， 现在战争结束了， 它自然也应该功成而退

了。 “内容既未臻上乘， 编排尤欠活泼； 且最遗憾的是， 这十个月来作者圈始终打不开。 而且这一块狭

窄的园地， 要容纳长篇文艺作品， 原也不甚可能，” 于是决定 “与其苟延残喘， 宁不如就此停刊。” ［１８］

这是 《东南文艺》 的自谦。 浙江云和地处偏僻， 条件恶劣， 人才奇缺， 《东南文艺》 如真有粗糙的地方

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 《东南日报》 依靠自己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声望， 能将 《东南文艺》 做到这样程

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东南文艺运动持续 ８ 年之久， 贯穿于抗战全过程。 此间， ４ 省的文化力量相互交融、 互为支持， 产

生过包括期刊、 报纸、 书籍、 宣传品等各种文化出版物在内的大量文化产品。 据现有资料表明， 仅浙

江、 福建、 江西 ３ 省出版的各类报纸就达近百种， 期刊 ３００ 余种， 书籍 １０００ 余种， 小型宣传品则无法

统计。［１９］可以这样说， “东南地区的半壁江山， 都有我们的报纸， 有报纸就有文艺副刊， 也就是东南文

艺运动的阵地。” ［７］（３） “东南半壁” 的出版物多， 其文艺副刊上所发表的稿子数量也很可观， 每月所发

刊的总数可达百万字， 其间也不乏成熟的作品与有力的译作。 但是， 毋庸讳言， 东南文艺运动中大多

数的作品比较幼稚， 副刊编辑感到缺稿时， 不得已塞上一些作品凑数的情况也较普遍。［１１］（２３２） 这与副刊

传播知识、 丰富精神生活的要求有相当的差距。 作家许杰曾与南平版 《东南日报》 周末版编辑子翼通

信商讨过此事。 子翼回复说， 东南文艺运动的展不开来， 实在是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太少的缘故。［９］（２４７）

相比之下， 《东南文艺》 是东南文艺运动中副刊出版和文艺创作领域的一个优秀典型。 与同时期许

多文艺副刊力求普及的目的有所不同， 《东南文艺》 的读者定位更多在于启迪民众和服务知识分子， 以

论文为例， 论文的写作需要相当的学力， 在 “东南半壁”， 所谓论文大多是一些读后感的文评与观后感

的剧评， 真正有理论体系的力作少之又少， 可以说几乎没有。［９］（２５２） 《东南文艺》 对论文的重视， 恰恰

弥补了东南文艺运动中这方面的缺憾。
《东南文艺》 上有许多论文 （相当数量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 内容涉及小说、 诗歌、 戏剧、 人物

评论等。 《东南文艺》 上的论文既有国外文学创作先进理念的介绍， 又有国内抗战时期积累起来的文艺

创作的社会责任感悟。 孙用翻译的 《高尔基论文学》 展示了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无产阶级文学观；
祝郚 《论创作的深度》， 谈论了抗战时期文学如何既支持抗战又把握深度的问题； 许天虹翻译的英国 Ｒ
·林特的 《诗歌与现代人》 探讨在逐渐失去统治地位的现代， 诗歌如何保持魅力和凸现社会价值； 许

杰的 《蚁蛭》 则是东南文艺运动中另一重要刊物 《文艺评介》 选集的序言， 许杰把 《文艺评介》 比作

不起眼的蚁蛭， 但他又坚信， 即便是蚁蛭也会有可以发挥的能量。
有些论文是介绍外国著名文学人物及国外先进政治、 文化思想的。 如戴敦复翻译的 Ｊ Ｃ Ｓｍｉｔｈ 的

《论艾密勒·波浪黛》 上、 中、 下， 李甘翻译的俄国杜斯妥耶夫斯基的 《论普希金》， 英国吴尔孚夫人

的 《论托尔斯泰》， 前苏联勃拉哥伊的 《论伯伦斯基》， 祝郚翻译的包斯威的书信体人物评论 《卢梭与

伏尔泰》 上、 下等， 向读者展示了当时国外著名学者特别是文艺理论方面卓有成就者的成长历程、 个

人魅力、 治学态度以及关于文学创作社会价值的观点。
《东南文艺》 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东南半壁” 的专业性文艺期刊不多， 刊载文艺作品数量最大的

是小型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 因而就形成数量庞大的业余文艺队伍。 他们的作品， 带有乡野气息， 为

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大抵处在大众文艺的层面上。 许杰曾对这些业余文艺队伍有过一个评估： “老
实说， 我们现在所谓东南的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爱好者， 除了少数的几个平时动动笔杆的作家以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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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 所谓文艺青年， 那就是我们所谓东南文艺堡垒的生力军与后备军， 恐怕只有在学的一些文艺爱

好者、 文艺青年了。 至于在部队、 在工厂、 在田庄里文艺工作者， 就是不能说是一个也没有， 但他的

数量， 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 ［６］在抗战的环境中， 很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得不到足够的教育以及

所需的精神食粮， 《东南文艺》 恰恰提供了一个园地， 使他们可以从论文中得到比较高深的学问。
上面提到， 《东南文艺》 论文中相当数量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 其实， 在 《东南文艺》 中， 翻译文章

不仅有论文， 还有小说、 诗歌、 人物评论、 戏剧等。 《东南文艺》 中有一半篇幅的翻译文章。 这些译文有

一定深度， 往往借用外国的事例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抗战心态提供借鉴， 需要读者有相当的鉴赏力。 如马

克兰·特卡楚克的 《间谍》 （瞿世渠译）， 讲述当地农民因为不清楚战争情况盲目支援战争， 被自己所支

持的一方军队当成间谍而无端处死的悲剧。［２０－２１］这篇小说极具讽刺意味和教育意义， 教导人们抗战除了激

情还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考。 委内瑞拉勃朗科·丰波纳的 《克利喔罗的民主》 （刘用译）， 讲述一个选举结

果无关紧要但是注重选举形式的荒唐的民主选举， 这是对抗战前和抗战时部分政府官员专制作风的绝佳讽

刺。［２２］ 《东南文艺》 中一些对战争及战争生活反思的内容， 在今天依旧有鲜活的生命力。
抗战文化有着两个层面的作用： 第一是战时宣传动员， 用来激励民众的民族意识、 鼓舞他们投入神

圣的反侵略战争； 第二个层面较深刻， 为的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改造和提高。 东南文艺运动在一定阶

段曾是战时文化启蒙， 就是要以众多出版物为载体的文艺运动既服务于战时， 又抓住战争这一非常时

期， 启迪人们的思想觉悟， 反思自己的缺点弱点， 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 《东南文艺》 的创办， 其志在

创新， 其志也绝不仅只止于战时。
《东南文艺》，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文艺运动的一个部分， 它的诞生是支援抗战宣传、 增强抗战

信心的， 其中刊登的文章也是以战时生活为主题的。 但是另一方面， 它的内容又多含蓄内敛， 有着一

定的深度及文学价值， 由此打破了人们对大多数战时报刊的惯性思维。 事实确是这样， 一些体现历史

使命的作品， 其审美价值不一定就在纯文学之下， 战时的副刊及其作品也可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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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编后赘语 ［Ｎ］  东南日报，１９４５－１０－１５
［１９］ 王嘉良  中国东南抗战文化史论 ［Ｍ］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９

［２０］ 马克兰·特卡楚克  间谍 （上） ［Ｎ］  东南日报，１９４５－０２－１２

［２１］ 马克兰·特卡楚克  间谍 （下） ［Ｎ］  东南日报， １９４５－０２－２６

［２２］ 勃朗科·丰波纳  克利喔罗的民主 ［Ｎ］  东南日报，１９４５－０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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