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巳 独 清 生 平 考 辩

李 建 中

王独清是创造社的著名诗人
。

三十年

代 以来
,

国民党政府即对其著 述 多 次 禁

毁
,

遂使相关史料逐渐湮没不闻
。

近年以

来
,

共在新诗创作上的贡献
,

日渐引起研

究者的注意
。

但是不少材料对其生平 的叙

述多有乖外和不详之处
,

甚至相互袭用
,

以讹传讹
。

现就其荤辈大者
,

考辩如下
:

一
、

生年籍贯

王独清生于公元 1 8 9 8年 10 月 1 日
。

其

祖籍为陕西蒲城
,

但生于西安
,

长于西安
。

王氏生年在其 自叙传 《长安城中的少

年》 一书中记述甚详
。

王氏生于清光绪二

十四年八月十六 日
,

是仲秋节后的第二天
。

换算为公历则为 1 89 8年 10 月 l 日
。

有的工

具书定其生年为 1 8 9 5年
,

不确①
。

王氏的籍贯
,

长期以来各种材料都说

是长安人
。

其根据可能出自郭沫若 《创造

十年续篇》
。

该文说
: “
王独清和我们发生

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
,

因为他们同是

长安人
,

而且似乎还是同学
。 ” ② 后来

,

王

独清的自叙传也以
“
长安城中 的 少 年

”
自

称
。

但是细读王氏该书
,

王独清的祖籍却

是陕西蒲城
。

1 9 9 2年 5 月
,

笔者前往蒲城

考查
,

其族人至今仍在蒲城聚族而居
。

郭

沫若说其是长安人
,

乃是沿用西安的旧称
。

实际上
,

长安乃是 古都之名
。

明洪武二年已

更名西安
。

但在民国文人的笔下仍习用颇

具文化内涵的汉唐旧称—
长安

。

解放后
,

因另设长安县
,

再继续沿用旧称
,

即易于

混淆
。

二
、

家世

王氏为蒲城望族
。

其先祖累世仕宦
,

且以忠烈闻名
。

其父为长安
“

名士
” ,

其母

出身卑微
。

蒲城王氏的族谱至今尚存
,

从第一世

至第二十一世 (即王独清 ) 记载甚全③
。

其

十八世
,

为王独清之 曾祖辈
,

适值鸦片战争

前后
,

其忠烈义举
,

名垂史典
。

其同宗曾祖

王鼎
, “
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

,

授军 机 大

臣
” 。

时
“

英吉利兵犯沿海
,

鼎力主战
” 。

后

清室与英军议和
,

而抗英有功的林则徐却

被滴戍新疆
, “

鼎愤甚
,

还朝争之力
” 。

然

而
,

道光帝拒谏不纳
,

命其休息养病
。

王

鼎遂
“
自草遗疏

” , “
闭户自纽

” ,

尸谏而亡
。

而且
,

在遗疏中力陈投降派穆彰阿误国之

罪
,

一时震动朝野④
。

同宗曾祖王增谦
,

其时任职广州
。

当英军即将进入广州之时
,

“
运库金数千万入佛山

,

将集众与凄
” 。

给

英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

后来
,

议和之时
,

英军想借机报复
,

提出条件
, “
谓人日

: `

王

某来
,

乃可议和
’ 。 ”
王增谦遂以必死 为 决

心
, “
单骑怀 匕首往

” ,

与英军谈判⑤
。

其

嫡亲曾祖王益谦
,

长期在林则徐的故乡福

建任职
,

历署蜡江
、

永春
、

侯官
、

政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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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等邑
,

与 林则徐交谊甚厚
。

王独清少

年时还在家中见到林则徐遗赠 的 不 少 墨

迹
。

当年
,

当外国传教士在建安以宗教煽

惑群众之时
,

王益谦也曾严加制 裁⑥
。

所

有这些都对王独清的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王独清之父名洋厚
,

虽为岁贡
,

然赋

闲在家
,

耽溺文学
,

尤好楚辞
,

在长安城

中过着
“

名士
”

生活
。

因辛亥革命时
,

陕西

同盟会志士不少人为蒲城同乡
,

故王洋厚

与其交往颇多
。

王独清之生母杨氏
,

原籍浙江
,

身世

不详
,

被人买卖
,

辗转入陕
。

杨氏原为王

家侍女
,

后怀有身孕
,

遂被王淬厚纳之为

妾
,

人称三姨太
。

杨氏聪颖美丽
,

入王家

后
,

按主人要求读书习字
,

故能诵词 曲
,

常以之为儿歌
,

教子诵读
。

杨氏身世不幸
,

性格沉思而忧郁
。

这对王独清性格的形成
,

似乎也不无影响
。

三
、

早年经历

王独清幼年在家 中接受传统教育
,

辛

亥革命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
。

1 9 1 8年东渡

日本
, 1 9 2 0年又赴欧洲

,

自学多种学科
,

后醉心艺术
,

并开始诗歌创作
。

王独清虽为庶出
,

却是独子
,

在家中

很是娇宠
。

他四岁发蒙
,

由其父亲 自执教
,

课以经学
。

但王独清却喜爱文学和绘画
,

尤其醉心楚辞
。

1 9 1 0年王独清之父和其生

母先后病故
,

归葬蒲城
。

王独清时年仅十

二岁
。

从此
,

他的优裕的少爷生活也就成

了过去
。

辛亥革命后
,

年幼的王独清由嫡母做

主与李少媛成婚
。

李少媛之兄李天佐是留

日学生
、

同盟会会员
,

劝说王独清的嫡母
,

征得她的同意
,

将王独清送入三秦公学就

读
,

并出资供其所用
。

此后
,

王独清又进

农业学校
,

后又改读法政
,

但均未毕业
。

王独清少年早慧
,

九岁时便开始作诗
,

】
·

六岁已为西安各报投稿⑦
。

后义被《秦 镜

报分聘为编辑负责人
。

《秦镜报》 为陕西民

党机关报
。

其时
,

军阀陈树藩督陕
,

因报

纸触犯当局
,

陈树藩派兵包围报馆
,

殴毙

经理
,

王独清则脱身逃亡
。

《中国新诗库
·

王独清卷》说王独清逃亡 出走
,

时年仅十四

岁⑧
,

与王独清之 自述不相符合
,

显然文

献失考
。

而且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少年即被

聘为一家报纸的主编
,

也是一件难 以想象

的事⑨
。

《陕西五千年》一书中
,

介绍王独

清的专稿《 “

落难公子
”
王独清》承袭此说

,

一并失考L
。

郑伯奇在 1 9 1 7年秋
,

前往 日本 自费留

学@
。

王独清于次年前往 日本东京
,

投奔

郑伯奇
。

郑伯奇回忆说
: “
在我到 日本的第

二年
,

王独清由我父亲带到上海
,

又独 自

搭船到横滨
。

我接他来东京同住
。 ”

@ 在 日

本时
,

王独清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

但最为

喜爱的还是 中国的古典诗歌
, “

特别爱好香

艳体的诗词
” , “

他一天到晚哼着李义山
、

温飞卿 以及《疑雨集 》
、

《疑云集》等香艳体

诗
,

而 自我陶醉着
。 ” L王独清 自己也说

:

“

我甚至还曾经用了一种地方艺术的 观 点

给李商隐注释过半部诗集
” ⑧

。

由于 对 功

课毫无兴趣
,

王独清没有希望考取学校
,

遂
“
在第三年的冬天

,

他一个人又提 着 他

自己的破 旧的行囊折回到上海来了
。 ” L 这

是 19 2 0年初的事
。

《中国新诗库
·

王 独 清

卷》在谈及王独清从 日本折回上海之 事 时

说
: “ `

五四
’

之后
,

在 日本帝国 主 义 眼 皮

下
,

也难相容
,

三年过去
,

只好提着破旧

行囊于 1 9 1 5年冬折回上海
。 ” L看来

,

其根

据也是出 自余慕陶的文章
,

但由于年代推

算的错误
,

就出现了既在
“

五四
”
之后

,

又

在 1 9 1 5年冬天这样的矛盾
。

王独清从 日本回到上海在留日学生办

的《救国 日报》做记者
,

并服务于中华工业

协会
,

从事工会工作 0
。

在这不长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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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
,

王独清
“

每夭所写的文字都是 社 会

运动的文字
。

当时中国是
`
五四运动

’

的时

期
,

我几乎把我整个的时间都用去参加实

际的运动
。 ” L

1 9 2 0年 5 月
,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中
,

王独清与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们一起乘

A r m e

dn B执沈号邮船前往欧洲
。

王独清前

往欧洲
,

是受中华工业协会的委托去组织

其旅欧分会的
,

但因其内部矛盾重重而未

果
。

1 92 1年中华工业协会也因无人负责而

自行消亡
。

《中国新诗库
·

王独清卷》说其

1 9 1 6年赴法
,

同样是年代推算上的错误
。

王独清在上海时
,

即与《少年中国》学

会的某些领导人相识
。

其初至法国时
,

即

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主持的巴黎通讯社

的工作
。

19 2 0年 n 月《少年中国》上发表了

王独清在旅欧途中所写的一首小诗
。

这是

王独清在 《少年 中国》发表作品之始
。

《中

国新诗库
·

王独清卷》将其在《少年中国》
、

《时事新报》的 《学灯》 撰文的时间
,

放在

1 9 1 6年间
,

又是时间推算上的错误
。

其实

《少年中国》和《学灯》专栏的创办都在 19 1 8

年以后了
。

与王独清同船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人

们
,

不少人在蒙达儿公学学习
。

不久
,

王

独清也到了蒙达儿
,

在此结识了向警予
、

蔡和森
、

蔡畅等人
。

王独清住在该城一个

法国人的家中
,

埋头自然科学的研读和法

文练 习
,

并开始学习拉丁文
。

王独清在 日

本时即 自学过生物学
、

解剖学
、

遗传学
,

这时又陆续 自学历史学
、

地理学
、

考古学
,

后又涉猎经济史
、

佛罗伊 德 心 理 学
、

美

学
、

星象学
、

天体分光学
。

其间
,

还曾入

法兰西学院听哲学讲座
。

最后又倾心于罗

马和古希腊的艺术
。

王独清的自学
,

似乎

是兴之所至
,

随其所往
,

这使他广泛地接

触了西方的近代文化
。

从 1 92 2年起
,

王独清以法国为中心
,

多次游历欧洲各国
,

先后至意大利
、

德意

志
、

瑞士
、

比利时
、

英国
、

西班牙
。

王独

清浪迹欧洲各地
,

与其生活困 顿 密 切 相

关
。

当时
,

第一次大战之后的欧洲
,

经济

萧条
,

谋生不易
。

他四处流浪
,

不过为求

得一职
。

他曾经住在肮脏杂乱的巴黎的贫

民区
,

寄住在别人室内的地板上
。

债务缠

身
,

饥寒冻馁
。

为了维持生计
,

他当过工

人
,

充任园丁
,

服务于图书馆
。

这使他广泛

地接触了下层社会
,

了解 了现代文明的另

一面
。

有些材料说他
“

家里很有钱
,

是个少

爷公子
,

曾留学法国
” L

,

说他
“
赴 法 留

学
,

专心研究艺 术
” L ,

似乎王独清依靠家

中的钱财
,

在法国过着优裕的生活
,

心无

旁鹜
,

潜心艺术和学业
,

给人一种错误的

印象
。

其实
,

王独清在法国从来没有进过

一所正式的学校
。

他曾经听过哲学讲座的

法兰西学院
,

是一个国家研究机构
,

也是

一所成人教育中心
。

这个学院 既 不 授 学

位
,

也不发给证书
; 既不举行入学考试

,

也不收取学习费用
; 可以随时入学

,

也可

以随时中辍
。

王独清也曾进入蒙达儿公学

和里昂的中法大学
,

但不过是在赴法勤工

俭学的朋友处寄居而已
。

生活的艰难始终

没有离开过他
,

从 日本到法国
,

说他是一

个
“

落难公子
”
倒是庶几近之

。

在欧洲
,

王独清才真正开始 了他的文

学生活
。

这时
,

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
。

咖

啡馆里昏黄的灯光
,

哀婉的音乐
;
异国少

女炽热的恋情
,

动人的身姿
; 罗马城中古

代的废墟
,

精美的雕像
,

都激发了他的创

作欲望
。

他说
:

只有当他
“

浪游在欧洲的

时候
,

这才真正把 身 子 浸 在 了 创 作 里

面
。 ” L与此同时

,

他 还翻译了不少外国诗

歌
。

其中既有欧洲古代诗人的作品
,

也有

浪漫主 义 以及现代派的作品
。

而且在咖啡

馆里
,

他结识了法国著名作家洛蒂 (王氏

译作罗狄 )
,

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法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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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与创造社的关系

王独清是创造社的早期成员
, 1 9 2弓年

从欧洲回国后
,

介入创造社的活动
,

曾任

创造社监察委员
,

常务理事
。

大革命失败

后
,

在创造社
“
剧变

”
之时

,

主编 《创造月

刊》
。

直到 19 2 9年创造社因被国民党政府查

封而结束
,

王独清始终是创造社的成员
。

1 9 2 1年 7 月初
,

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的

时候
,

由于郑伯奇的介绍
,

王独清成了创

造社的早期成员
。

关于这件事
,

当事人之一

的郑伯奇说
: “

王独清原是我的朋友
,

… …

因为他爱好文学
,

我想拉他参加创造社
,

把创造社出版刊物的消息告诉了他
,

他就

从法国寄来厚厚两部长稿
,

希望发表或出

版
,

借此和创造社取得联系
,

并想得点稿

费
,

维持生活
。 ”

@ 这两部长稿
,

一部是长

诗《支那》
,

另一部是泰戈儿《新月集》 的译

稿
。

前者郭沫若弃置未用
,

后 者 经 其 修

改
,

列入《创造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丛书

印行
。

郑伯奇说
: “
王独清也因此成为创造

社的成员
,

给他以后在文学活动和社会活

动上造成了有利条件
。 ” ⑧郭沫若在 《创 造

十年续篇 》 中的回忆和王独清在《我在欧洲

的生活》申的 自述
,

也都共同肯定了这个事

实
。

只是王独清不知《支那》如何被弃
,

而

为此深感遗憾
。

因此
,

说
“
王独清是创造

社前后期之间加入创造社的
” 。 就不 够 确

切了
。

至于说王独清从欧洲
“
回国后

,

与

郭沫若
、

郁达夫
、

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

社
”
O

,

那就犯了常识性的错 误
。

因 为 王

独清从欧洲回国的时候
,

创造社已经成立

好儿年了
。

王独清在欧洲的时候
,

其 与 创 造 社

的联系主要是撰稿和通信
。

王独清介入创

造社的各种活动是 1 9 2 6年回国之 后的事
。

1 92 5年的五姗运动激发了王独清的爱国热

情
,

他决定近期回国
。

但由于筹措路费的耽

延
,

他动身回国的时候已是 1 9 2 5年的年底

了
。

」9 2 6年 2 月
,

亡独洁在上海见到了相

知已久但未曾谋面的郭沫若
、

郁达夫
。

这

时
,

郭沫若受聘广东大学
,

担 任 文 科 院

长
。

郭沫若约请郁达夫
、

王独清两人同往

广东大学任教
。

于是三人于 1 9 2 6年 3 月 18

日一同离开上海
,

前往广州O
。

在广 东大

学
,

王独清先任教授
。

7 月
,

郭沫若参加

了北伐后
,

王独清代理了文科院 长 O
。

这

时
,

创造社成 员汇集广州
,

创造社总社遂

选举了第一届执行委员
。

王独清任监察委

员和出版部总部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

专负编辑之责 O
。

19 2 7年 1 月鲁迅到达广

州
,

不久出任中山大学 (原广东大学 ) 文学

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

1 9 2 7年 4 月 1 日
,

王

独清与鲁迅
、

成仿吾等人列名于 《中国文

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

“
宣言

”
表示

: “

在这里签名的都是本人对于

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
。 ”

呼吁英国的无

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联合起来
,

与中国人

民一道
,

共同进行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

争
。

1 9 2 7年
“
四

·

一二
”

政变后
,

广州军阀

也在 4 月15 日发动了大屠杀
。

这时
,

工独

清离开广州
,

途经香港
,

于 5 月 1 日到达

上海L
。

不久
,

王独清接替 郁 达 夫 主 持

《创造月刊》的编辑事务
,

从第一卷第七期

( 1 9 2 7年 7 月 15 日出版 )起
,

担任主编
。

当时
,

创造社 曾拟与鲁迅联合
,

复话

《创造周报》
。

王独清与成仿吾
、

郑伯奇
、

段

可情任编辑委员
,

鲁迅
、

郭沫若 (麦克昂 )

等任特约撰述员
。

1 9 2 7年 12 月 3 日 《时事

新报》即报导了此事
。

但是后来合作夭折
,

未成事实
。

1 9 2 8年
,

创造社发生
“
剧变

” ,

开始倡

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史称
“
后期创造社

” 。

《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 1 9 2 8年 1 月 1

日出版 )发表了郭沫若的《英雄树》 ,

第一卷

第九期 ( 1 9 2 8年 2 月 1 日出版 )发表了成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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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

王独清在

这期编辑后记《今后的本刊》 中向读者推荐

了成仿吾的这篇文章
,

而且说
,

这
“

简直

可 以说是今后同人要从事于新努力的一篇

宣言
” 。

王独清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期

(1 92 8年 3 月 )之后
,

交卸了主编之职
。

该

刊在由成仿吾主编了第一卷第 十 一 期 之

后
,

从第一卷第十二期 ( 1 9 2 8年 5 月 ) 开

始
,

则由新组成的文学部集体主持编辑事

务了
。

然而
,

王独清仍继续在《创造月刊》

以及创造社的其它刊物上发表文章
,

并为

公开提出
“
P r o l e t o r i a n艺术

”
(按

:

即普罗

列塔利亚艺术 ) 的《创造月刊》 第二卷第一

期写了
“
卷首语

”

—
《新的开场》

。

在该刊

第二卷第六期 (即终刊号
, 1 9 2 9年 1 月 )还

发表了历史小说《子畏于匡》
。

该期在第七

期的要目预告中
,

也还列有王独清的小说

《信仰》
。

在此期间
,

1 9 2 8年 2 月
,

王独清担任

了上海艺术大学的委员
,

后又 出 任 教 务

长
。

上海艺术大学的主办人是周豪勤
。

周

氏原拟请郁达夫主持校务
,

但 郁 考 虑 到
“
没有经济上的后援

,

坚决辞去
” L

。

不 久
,

郁达夫即声明脱离创造社
。

以后
,

周豪勤

即将 目标转至王独清
。 王独清担任该校之

职以后
,

蛰居上海的郭沫若还曾就此事征

求创造社同人的意见
。

当时
,

郭氏不同意

王独清就任此职
,

但是成仿吾
、

郑伯奇
、

彭康
、

朱镜我
,

冯乃超等皆表赞 同。
。

后

来
,

冯乃超还担任了该校的社会科学系主

任O
,

郑伯奇
、

沈起予等也都在该校任 教
。

当时
,

上海艺术大学成了著名的
“

赤化学

校
” ,

培养了不少追求进步的学生
。

1 9 2 9年 2 月 7 日
,

创造社被国民党政

府查封
,

刚刚出版不久的《创造月刊》第二

卷第六期
,

即成了该刊的终刊号
。

一般认

为这即是创造社的结束
。

这时
,

郁达夫早

已退出创造社
,

郭沫若也于 1 92 8年 2 月离

沪东渡
,

成仿看于同年 5 月经 日本前往巴

黎
,

张资平则于 同年 9 月自办乐群书店另

谋发展
。

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
,

已经

结束了
。

事隔多年之后
,

郭沫若在谈及这

段历史的时候说
: “

1 9 2 9年 2月 7 日
,

创造

社被国民党封闭了
,

也可 以说结束了它的

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任务
。 ”

O郑伯 奇

也说
: “
当创造社遭受封闭的时候

,

它早 已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

O而在创 造社被封

闭亦即其结束之前
,

王独清始终参与着创

造社 的文学活动
。

甚至到 .1 9 2 9年 10 月
,

工

独清仍在前创造社同人所办的江南书店出

版了他的剧本《貂蝉》
。

可见王独清与创造

社的关系是贯彻始终的
。

因此
,

以为王独清

因托派问题而
“

被清除出创造社
” L 显然与

历史不相附合
。

至于以为 1 9 2 8年创造社提

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王独清因
“

政治转

向
”
而

“
退出

”

创造社
,

那就离事实更远了L
。

五
、

托派间题

王独清在三十年代初加入托派的统一

组织
。

这时创造社已经结束
。

王独清主编

的《展开》 已属托 派立场
,

但不应将其与主

张民族主义文学的《开展》相混同
。

王独清

成为托派后
,

其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停止
。

王独清的文学成就
,

主要在创造社时期
,

与托派无涉
。

王独清没有因加入托派组织而被清除

出创造社或脱离
、

退出创造社
,

其最基本

的原因是创造社存在之时
,

中国还没有独

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托派组织
。

王独清

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员
,

自然不可能在此时

成为托派成员
。

中国的托派在形成之初有 四 个 小 组

织
。

与王独清关系密切的是 以陈独秀为首

的
“
无产者社

”

这一派
。

这一个托派小组织

形成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 1 9 2 7年大革命

失败之后
,

陈独秀对未来的中国革命逐渐

形成了一系列 自己的看法
。

1 9 2 9年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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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间
,

又逐渐接受 了托洛斯基对中国革命

的错误观点
。

8 月 5 日
,

陈独秀致书中共

中央
,

以托洛斯基主义的立场
.

全面系统

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观点
,

猛烈抨击

勺又七
”
会议和

“
六大

”
以来党 中央的正确路

线
。

9 月
,

陈独秀在党 内自行组织独立的托

派小组织
,

取名
“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 。

1 0月 5 日
,

中共中央做出 《关于反对党 内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

n 月 1 5日
,

又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

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
、

汪泽楷
、

马玉夫
、

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

案》
。

12 月
,

陈独秀联合 81 人
,

通过了
“

中

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
的纲领—

《我们的

政治意见书》 ,

抨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

并

要求恢复被开除者的党籍
。

1 9 3 0年 3 月
,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散发
,

并出刊其机关报《无产者》 ,

这一托派组织

遂在党外独立开始活动
。

托派本是中国共

产党内的反对派
,

其成员不仅原来是中国

共产党党员
,

而且
“
无产者

”

社中许多人都

是党内的著名人物
,

因之托派中人将其称

为
“

元老派
” 。

有人说
: “ 1 9 2 8年至 1 92 9年间

,

陈独秀的托派组织
,

王独清也参加了
,

成

了托派的宣传部长
。 ”

0 显然记忆失误
。

王

独清作为一个非党人士
,

在托派还是一个

党内反对派时
,

即加入托派组织
,

这 自然

是不可能的事
。

而且陈独秀形成托派观点

并成立相应的组织
,

这时创造 社 已 经 结

束
,

自然也不可能有
“

开除
”
或

“
退出

”
之举

了
。

王独清如何参加托派
,

郑超麟对此事

了解甚详
。

王独清与郑超麟在 1 92 8年 速
、

5 月间相识
。

那时中共中央派郑超麟去同

创造社联系
,

以从政治上影响创造社
。

王

独清从他在法国蒙达尔公学时认识的蔡畅

处知道了此事
,

便单独约 见 郑 超 麟
。

此

后
,

两人来往密切
。

郑超麟说
: “

我和他密

切来往时
,

中国还没有托派
,

我 自己还不

是托派
。

一九三一年
,

我被国 民 党 逮 捕

前
,

他因同我往来 (那时我们是托派了 )
,

受到了创造社朋友的攻击
,

但 他 并 不 后

退
。

其实
,

他那时 还 没 有 参 加 托 派 组

织
。 ”
函 1 9 9 1年 n 月 1 日

,

郑超麟在 给笔者

的复信中再次明确地说
: “
王独清从来没有

加入中国共产党
。

他也没有加入所谓
`

无

产者社
’
(即是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小组织 )

,

不过同我们做朋友往来
。

我一九三一年五

月被国民党逮捕时
,

王独清尚未参加托派

组织
。

我出狱后才知道他参加了组织
,

但

不是参加
`

无产者社
’
(那时已没有

`

无产者

社
’
)

,

而是参加了统一的 托 派 组织
。 ”
托

派统一组织成立于 1 9 3 1年 5 月
。

不久
,

郑

超麟等人即被捕
。
1 9 3 2年 9 月

,

陈独秀又被

捕
,

托派组织主要成员相继入狱
,

其组织

遂陷入瘫痪
。

估计
,

王独清参加托派即在

1 9 3 1年 5 月至 1 9 3 2年 9 月这一 段 时 间 之

内
。

有的研究者对王独清是否参加托派持

怀疑态度
,

也是缺乏根据的
。

1 9 3 0年 9 月
,

王独清主编的《展开》 月

刊出版
。

因为名称的相似
,

不少材料将《展

开》和《开展》混为一谈
,

将 《开展》 误记在

王独清的名下
。

《展开》于 1 9 3 0年 9 月在上

海创刊
,

由王独清主编
,

后被国民党当局

禁止
。

《开展》于 1 9 3 0年 8 月在南京创刊
,

由开展文艺社主编
。

这是一个鼓吹民族主

义文学的半官方刊物
。

今天
,

在很难看见

原件的条件下
,

因误读而产生混淆是难以

避免的
,

甚至连新近编辑出版的 《 中国新

文学大系》 ( 1 9 2 7一 1 9 3 7) 第十九卷 (史料
·

索引一 ) 的作者小传和大事记中的有关文

字
,

也将二者混淆起来
,

将《开展》误记在

王独清的名下
。

不过
,

该书同卷收录了 《 <开

展 ) 第三号编辑后记》一文
。

这篇文章就是

当年《开展》社专为申明二者之不同而撰写

的
。

《展开》和《开展》之不同
,

一读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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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知分晓
。

《展开》 出版之时
,

王独清尚未加入托

派组织
。

但因与托派中人交谊甚密
,

已接

受了托派影响
。

香港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

风在其著作中指出
, 《展开》 已属

“

托派立

场
” 。

L

六
、

后期活动

王 独清成为托派后
,

与左翼文坛的联

系逐渐断绝
,

后从事历史资料的整理
,

并

在托派的刊物上发表有关文学 方 面 的 文

章
。

虽然托派组织已从中国共产党内分裂

出去
,

但在三十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

国民党政府仍然将其看作政治 上 的 反 对

派
,

甚至看成共产党
,

对其进行镇压
,

王

独清的著作也一再受到禁止
; 再加上王独

清在创造社时期所形成的 较 大 影 响
,

因

此
,

王独清虽然受到不少左翼 人 士 的 鄙

弃
,

但其与左翼文坛的联系尚 未 完 全 断

绝
。

如参加左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

接受

《文艺新闻》社的采访
,

为左联青年所办的

一些刊物写稿
,

与左联中的文学青年也有

一定的文字交往
。

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
“
围

剿
”

和反
“
围剿

”
的斗争非常激烈

。

王独清

处在左
、

右夹击之中
,

在文学界的活动越

来越少
。

三十年代中期之后
,

竟至销声匿

迹
,

完全沉默
。

1 9 3 6年后
,

他参与了
“

中国

内乱外祸厉史丛书
”
的辑录和整理

,

为其

主编之一
。

王独清辑录整理的计有 《先拨

志始》
、

《庚子国变记》
、

《东南纪事》等
。

书

前均有王独清所作之序言
。

在序言中
,

他

烦扬明末农民起义
,

揭露十九世纪末年以

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

并借古讽今抨

击国民党政府亲 日卖国的投降政策
。

这套

丛书解放后曾以
“

中国历史资料丛书
”

之

名
,

两次印行
。

王独清所写之序
,

除 《东

南纪事》 外
,

其余两书均全文保留
,

不过

署名却已删去王独清之名而改为编者
。

上

海
“

孤岛
”

时期
,

王独清则以
“
野老

”

为笔

名
,

曾在托派的公开刊物《动向》
、

《破晓》

等刊物上写过文学方面的文章
,

如《罗曼
。

罗兰新论》
、

《罗曼
·

罗兰新论的申论》等
。

王独清离开家乡后
,

就与家庭断绝了

一切联系
。

从欧洲回国后
,

王独清声名渐

著
。

三十年代初
,

其堂弟从家乡来信
,

约

其返乡
。

王独清踌躇再三
,

终不果行L
。

后李少媛曾寻至上海
,

王独清避而不见
,

李氏遂返回陕西
,

终身独居
,

七十年代初

卒于西安@
。

19 3 1 年
,

王独清与黄碧遥相

恋结婚
。

黄碧遥
,

湖南资兴人
,

是创造社

女作家白薇 (黄碧珠 ) 之妹
。

黄氏原夫去世

时
,

留有一子
,

与王独清结婚后
,

未有子

嗣L
。

黄氏当年曾有戏剧集《去留》一种
,

19 3 6 年 由上海新钟书局收入
“

新钟创作丛

书
”

第一集出版发行
。

王独清于 19 4 0年夏
,

因伤寒症病逝于

上海
。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早已述

明
,

王独清于抗战后滞留上海
,

并于 1 9 4 0

年病段上海L
。

然《中国近现代 人 名 大 辞

典》 , 《中国现代文学手册》 (中国文 联 出

版公司 1 9 8 7年版 )
,

未之深考
,

说王独清

于抗战后回到故 乡
,

病逝 于 西 安
,

皆 不

确
。

七
、

文学著述

王独清的文字生涯开始得很早
,

他正

式从事文学创作则是到法国留学
,

特别是

参加创造社之后
。

其主要作品都写作于创

造社时期
,

沦为托派后
,

诗作甚少
。

终其

一生文学著述
,

计有
:

(一 )诗歌

《圣母像前》 19 26年光华书局出版
。

1 9 27年改版后
,

归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

为
“

创造社丛书
”
之一 ;

《死前》 1 9 2 7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

为
“
创造社丛书

”
之一 ;

《威尼市》 1 9 2 9年江南书店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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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 1 2 9 9年上海世 纪 书 局 出

版
;

* 《独清诗集》 ( 按
,

此为以上四种诗

集的合集 ) 1 9 3 0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
;

* 《 1 1 D E C、 (按
,

即英文十二月十 一

日) 19 2 8 年出版
,

无版权页
。

不少资 料

误排为
“
II D E C

”

或
“ L l d e c , , 。

* 《锻炼》 1 9 3 2年光华 书 局 出 版
。

1 9 3 4年被禁
;

《零乱章》 1 9 3 3年乐华图 书 公 司 出

版
。

(二 )戏剧
* 《杨贵妃之死》 1 92 7年创造社出版

部出版
,

为
“
创造社丛书

”
之一 ;

《貂蝉》 1 9 2 9年江南书店出版
。

(三 ) 短篇小说

, 《暗云》 19 3 1年光明书局出版
。
1 9 3 4

年被禁
。

(按
, 《中国文学家辞典》 在介绍

王氏著作时
,

在《暗云》后列有《短篇小说》

一种
,

挪用该书的一些资料也沿用不爽
。

疑《短篇小说》者或为 (短篇小说 )的误排
,

即将说明 《暗云》 体裁的括弧误排为书名

号
。

王氏不善小说
, 《暗云》 仅收作 品 三

篇
,

而且水准并不很高
。

)

( 四 ) 杂文
、

杂论
* 《前后》 1 9 2 8年上海世 纪 书 局 出

版
。

(按
,

王氏此书共分两部分
。 “

前
:

信

札七篇
” , “

后
:

讲演五篇
” ,

故以《前后》名

之
。

《中国文学家辞典》误排为《前书》
,

不

少资料亦因沿用而致误
。

)

* 《独清文艺论集》 1 9 3 2年光华书局

出版
。

19 3 4年被禁
;

《如此》 1 9 3 6年新钟书局出版
,

为
“

新

钟创作丛书
”

第一辑之一 ;

《独清三种》 1 9 3 4年上海长安出版部

印行
,

无版权页
。

(五 ) 翻译

泰戈儿《新月集》 1 9 2 3年泰东书局出

版
,

为创造社
“

世界少年文学选集
”
丛书之

` 《独清译诗集》 工9 2 9年现代书局出

J饭;

似丁 《新生》 1 9 3 4年光明书局出版
。

(六 ) 自叙传

《我在欧洲的生活》 1 9 3 2年光华书局

出版
。

1 9 3 4年被禁
。

《长安城中的少年》 1 9 3 3年光明书局

出版
。

(七 ) 选集

《独清诗选》 1 9 2 8 年新宇宙 书 店 出

版 ;

《独清 自选集》 1 9 3 3年乐华图书公司

出版
。

1 9 3 4年被禁
。

1 9 6 8年上海书店据乐

华版复印发行
;

* 《王独清诗歌代表作》 1 9 3 5年上海

亚东图书馆印行 ;

, 《王独清选集》 1 9 3 6年上海万象
一

“

屋出版
,

为
“
现代创作文库

”
之一 ;

, 《独清创作选》 1 9 3 6年上海仿古书

店出版
,

为
“
现代名人创作丛书

”

之一
。

以上著述除文 中说明解放 后 印 行 者

外
,

早已绝版
。

而且
,

除书名前标有
`
号

者
,

新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 1 9 2 7一

1 9 3 7) 之《史料
·

索引》专卷也未曾著录
,

阀

失尚多
。

另
,

有些资料在王氏著述 中列有

《中国文学运动史》 一种
,

疑此为《中国文化

运动史》 之误植
。

这是三十年代初
,

王独

清拟议 中之著述
,

此后似未见出版印行
。

1 99 3年春

附注
:
关于王独清生平不确之异说

,

散见

多种书籍
,

拙文论列仅数种而 已
。

其余则因其相

互袭用
,

文繁不录
。

拙文所述王独清生平史料
,

凡 出 自《长安城中的少年》
、

《我在欧洲的生活》二

书者
,

亦不再一一注明
。

① 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 “ 王独清
”
词

条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九八九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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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L 见《沫若文集》第七卷第267 页
,

26了一

27 1页
,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 五八年版
。

③ 工氏族谱存蒲城县志办资料室
。

④ 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卷
,

中华书局

校点本第三十八册第 1 14巧 页
。

⑤⑥ 王增谦
、

王益谦书
,

皆见 i占刻本 《蒲

城县志 》
。

⑦LL 见 《独清白选集
·

我文学生活的回

顾》
,

乐华图书公司一九三三年版
。

⑧L 见该
一

!弓
“

卷首
”
第 1 页

,

长江文艺出版

社一九 / 、 /又年版
。

⑨ 王独清在《我在欧洲 的生活》一 l叫
, ,

追

述其这段生活时
,

说其十三岁即开始为

西安各报投稿
,

十六岁被聘为《秦镜报》

主编
。

这虽与《我文学生活的回顾》一文

中所说
,

略有不同
,

但均在 十 四 岁 之

后
,

此意甚明
。

L 见该书第 728 页
,

陕酉师范大学出版社

1 989年版
。

⑧ 见徐州师范学院编《 中国现代作家传略
·

郑伯奇传略》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 98 1年

版
。

@LL⑧ 见 《郑伯奇文集》 第 13 肠页
,

第

13 06 页
,

第 1 31 4 页
,

陕西人民出 j跤社

19 81 年 ,胶
。

⑧ 《独清自选集》第 185 页
,

乐华图书公司

19 33年 )饭
。

L 见区梦觉编《王独清论》中所收的余慕陶

所撰的同名文章
,

光华书局 19 3 3年版
。

O 王独清《如此
·

自述》
,

新钟 l弓局 1 9 36 年

版
。

L⑧L 《成仿吾文集》第 29 3 页
,

山东大学

出版社 1 98 5 年版
。

LLL 《 中国文学家辞典 》 (现代第一分册 )

第 5 6乡工
,

第 5 7页
,

I川川人 民 {」l版社 1 97 9年

版
。

LL 《郑伯奇文集 》第 1 2 4 1页
。

LL 《郁达夫 日记
·

五月 11 记 》
,

《郁达夫 日

记
·

新生 日记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 4 年

)扳
。

L 《洪水》 (半月刊 ) 《洪水周年增刊》 19 2 6年

创造社出版部
。

⑧ 见《沫若文集》第八卷《离沪之前》
,

人民

文学出版社 19 58 年版
。

L 楼适夷
:

《怀乃超》
,

《新文学史料》 19 86

年第 3 期
。

L 单演义等编
: 《鲁迅与郭沫若》第21 6页

,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 19 79 年印行
。

⑧ 唐搜
:

《中 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第 1 90 页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1 9 8 4 年版
。

L 《郑超麟谈王独清》
, 《新文学史料》 199 1

年第 1 期
。

L 《中国新文学史》 中册
,

第26 灭
,

香港昭

明出版社 197 8 年版
。

L 区梦觉编《王独清论
·

王独清素描》
。

@ 新编《蒲城县志》初稿
,

未刊行
。

L 199 2
、

1
、

10
、

郑超麟给笔者的信
。

L 参见该书下册第 10 页
,

第 5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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