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独清的文学道路

宋玉玲

王独清 ( 1 89 8一 19 4。年 ) 原名王诚
,

号笃卿
,

曾用名张云
,

笔名秦佬
、

青候等
。

原籍陕西蒲城
,

一八九八年十月一 日 (农历八月

十六 日) 出生于一个官僚世家
,

父亲是长安城里的名士
,

作诗
、

作画
、

讲学
。

这个家庭古色古香的文学空气
,

对于王独清后来步

人文坛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

王独清是这个家庭的独子
,

四岁

发蒙后便由父亲亲自教他《四字滥略》
,

他 自称对中国的学问
“

深

得父亲的力量
” 。

家庭的教育是偏在经学的
,

而他的发展方向却是

诗词
“

我觉得带着些咀嚼的气味在缀那有韵的句子是一种莫大 的

快乐
。 ” ① 他喜欢楚辞

“

一半是为他那种不可捉摸的意味和那忽长

忽短的句法所陶醉
” 。

② 少年王独清涉猎的文艺门类也很广
,

除了

诗词
,

读得最多的是元曲和小说
,

还喜绘画
、

摹篆字等
。

他的性

格是忧郁的
,

他的生母原是这个家庭里的脾女
,

生 了他以后才收

房作妾
,

自小便离开生母
,

由父亲和大母直接管教和监 督
。 “

反

正
”

前王独清开始接触了一些新学
,

家庭的教育也有了些改革
,

但

他仍然被禁闭在家庭的小天地里
。

不久这个家庭便发生 了一个系

列的变故
,

父亲去世
,

瘫痪的生母在送灵枢回蒲城老家安葬时也

突然倒下死去
。

接着便是大母的专断虐待
,

家中延请的教新学的

先生被辞退
,

老管家张升也因讲革命党的消息同大母 不 和 而被

逐出家庭
。

直到辛亥的第二年
,

一个偶然的机会
,

王独清才被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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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考人了三秦公学中学部的擂班生
。

后来因参加学校反对几个教

员的风潮
,

做为学生代表他随同三个被开除的学生一起 自动脱离

了学校
。

这时正处于民国的黑暗时期
,

和其他不肯堕落的青年一

样
,

王独清对民党抱着很大的信心
, “
我一面崇拜着那些在 辛 亥

革命前殉难的革命伟人
,

一面 自己也想照样的去千 一 下
。 ” ⑧ 这

段时间王独清开始涉猎历史
,

也结识了当时陕西的一些民党人物
’

接近了实际的政治
,

终因他在陕西民党机关报《秦镜报 》负编辑资

任时言论激烈
,

不为当时社会所容
,

在报纸被查封时逃出了长安

辗转到了上海
,

旋即于一九一七年东渡 日本
。 “

在 日本的几年中
,

可以说是我和外国文学开始真正见面的时期
。 ” ④

一九一九年
“
五四

”
爱国运动爆发

,

王独清结束了他在日本的

旅居生活
,

随着许多留 日学生回到了上海
,

在当时归国留日学生

办的《救国日报》担任编辑职务
。

在这场爱国运动中
,

王独清也是

一个风云人物
,

除了编辑报纸
,

还参加了一些民众大会和工会的

工作
,

在游行示威中与赶散工人的警察谈判
。

… …但是在这场伟

大的爱国运动中
,

王独清表现出来的政治热倩带有很 大 的 局 限

性
,

在一九二 O年春赴欧留学的浪潮中
,

他
“

带着暴风雨后 的 倦

意
”

飘洋过海到了欧洲
。

王独清到欧洲后主要是在法国的巴黎
、

里昂
、

蒙达尼城等地

居住
,

也在意大利的罗马和佛罗伦萨
、

德国的柏林
、

英国的伦教
、

以及比利时
、

瑞士等地作过或长或短的停留
。 “
在欧洲我本是 研

究着科学
,

但是后来却全力去吸吮文学的空气
。

… …我尽我能力

所及去认识欧洲的各种文学
。 ” ⑥ 在这之前

,

王独清虽然也 从 事

一些文字的工作
,

在 日本曾经对中国旧文学方面做过努力
,

在上

海也有过试作新文学作品的欲望
,

但是王独清正式走上文学道路

却是在他到 了法国以后
。

东西方环境的变化
,

政治上的失意与苦

闷
,

恋爱生活的创伤与痛苦
,

这一切都使他在寻找一种表达与发

泄 自己感情的方式
,

于是他找到了诗歌
。

王独清在浪迹欧洲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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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
,

这些作品大都搜集在池回国后 出版的

几个诗集中
。

在欧洲王独清自认
“
几乎放弃了自己以前参加许多次群 众 斗

争的那种有价值的生命而向消沉与颓废的路上走去
。 ’

吻 他 虽 然

同那批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同住在一个城市
,

同他们也发生过一

些来往
,

向警予
、

蔡和森等革命青年的活动也给他留下了难忘的

印象
,

但王独清并没有同他们一起参加到为争取生存与求学权所

进行的斗争
,

当然他也就没有被强制送回中国
。

在欧洲王独清也

曾涉猎许多学科
,

他研究生物学
、

哲学
、

美学
, “
报摸

”

着一些历

史
、

地理
、

考古的知识
,

对星学也发生过浓厚的兴趣
。

但是都缺

少成就
。

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失恋的痛苦中
、

醇酒妇人的沉缅中
、

贫穷孤独失意的包围中进行着挣扎
。

六年的欧洲生活给他留下的是属于他 自己的诗篇
。

王独清和创造社的关系
,

对他回国后得以在文学上发展和投

身于社会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

早在一九二一年创造社还在

酝酿筹备刊物的时候
,

王独清便 同这个文学团体发生 了关系
。

郑

伯奇在回忆中曾谈到
: “

他知道抹若筹办创造社
,

表示很想参加
。

我深知他爱好文学
,

也经常写诗
,

也愿意介绍他加 人
。 ” ⑦ 王 独

清还
“

从法国寄来厚厚两部长稿
,

希望发表或出版
,

籍以和 创 造

社取得联系
,

并想得点稿费
,

维持生活
。 ” ⑧ 这两部长稿一 部 是

长诗《支那 》
,

一部便是泰戈尔《新月集》译稿
,

译稿是经过修改后

交与泰东书局出版了的
,

列入了
“

创造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
”

丛书
。

随之王独清两封谈文艺问题的长信便以 《一双鲤鱼》 为题 在《 创

造 》 (季刊 ) 一卷二期发表 了出来
, 《圣母像前》

、

《赛 因 河 之 冬

夜》等诗作也在季刊和周报上陆续发表 了出来
。

他同郭沫若 也 一

直保持着通信来往
,

一九二六年初他从欧洲回国的第二天便会到

了郭沫若
,

他们之间谈了许多
“
关于诗上的杂话

” ,

从此他的诗作

和其他作品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占据着重要的篇幅
,

他的作品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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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出版
,

大多还列入创造社的丛书
。

于是王独清的诗名和文名

大作
,

他的文学生涯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
。

王独清自一九立六年回国后陆续出版了一些诗集
,

其 中《圣

母像前》《死前 》《威尼市》《埃及人》这四本诗集主要收人了诗 人 在

欧洲时创作的诗歌
。

王独清早期的诗歌很明显地曾受到浪漫主义

诗人的影响
,

虽然他也在同时接受着象征主义诗歌的薰陶
,

但就王

独清诗作的基调来看浪漫主义应是主要的创作倾向
。

他十分重视

诗歌创作的诗人情感因素
,

认为能制造艺术的
“

是艺术家底本身
,

是艺术家本身底情感
” , “

艺术底发生全在个人底情感
” 。

⑨ 郑伯奇

认为王独清的
“

诗作法
” “
认为是古典 的字句

,

象征的技法
,

抒情派

的情感
”L 这一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

朱 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

集导言》中虽然把王独清归人后期创造社倾向于法国象征派 的 三

个诗人之一
,

但他认为
“
王独清氏所作

,

还是拜轮式的雨果式 的 为

多 ; 就是他认为仿象征派的诗
,

也似乎豪胜于幽
,

显胜于晦
。 ”
王

独清诗歌的一些主要作品如 《圣母像前》《吊罗马 》以及 一些 爱情

诗
,

大多都是诗人情感的 自然抒发
,

如 《哀歌 》@ 的抒情主人公虽

寄情于死后的湿墓
,

设想着冷风
,

落叶
、

惨淡的月光
、

伴着土堆

再也没有醒来的爱人
,

但诗的意象却并不晦涩
,

似在一种浪漫的

情调中抒发了诗人那种无法摆脱的孤寂
、

失望的感情
:

我愿到野

地 /去掘一深坑 /予备我休息 /不愿再偷生 ! / /诗句
、

音韵都 很 和

谐 自然
,

读起来朗朗上口
,

悲哀之情溢于言表
。

感伤的情调和世纪末的色采是王独清诗歌创作主观抒情的主

要色调
。

在一些诗中诗人甚至是直接地用
“

感伤病
”

三个字来加浓

这样的情调和氛围
。

感伤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流注于他每首诗字

里行间的情调
,

也可以把它说成是王独清诗歌的基本音符
。

这种

感伤虽不等同于十八世纪英法相继出现的感伤主义的思潮
,

但是

2 6 1



从个人主义出发表达主体内心的惆怅
,

缅怀逝去的往昔
,

寄情于

生存
、

死亡
、

孤寂
、

情调悲观低沉却是有其一致的地方
。

王独清

诗歌的感伤情调主要来自他身世的浮沉
,

政治上的失意和失恋带

给他的痛苦
,

并由此而形成 了他感情世界的特色
,

主要表现为一

种失望的痛苦
、

幻灭的悲哀
。

当他回忆那失去的
“

纪念
”

时
,

笼罩

的是这样一种感情
:

现在四围已完全人了沉默
,

/河水的颇 色 都

变成了暗黑
。

/停止吧
,

我的沉默 1 /爆烈吧
,

我的悲 痛 : /那 些

纪念
,

/那些纪念
,

/已把我的心涌满
:

/我愿我的全身呀
,

/快到

地下 /去做永远的安眠 ! / 0 王独清是那样地执着于他的悲哀
,
在

《自序 <圣母像前 )》0 他一再吟唱
:

我是个性情很孤独的人
,

我不求谅解
,

我不求安慰… …

但是我却总是陪伴着悲哀
,

这儿
,

就是我那些悲哀的残骸
。

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悲哀和痛苦
,

当然也很容易陷人颓废的享乐

甚至是绝望的哀叫
: 我只求你的唇儿我的唇儿来一沽

,

/哦
,

好使

我到我的墓中
,

去安静地长眠 I 刀 O

但是王独清毕竟受过民主革命的洗礼
,

亲历过伟大的
“

五四
”

爱国运动
,

他的另一些诗尽管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凄凉的情绪
,

但

更多地表现了一个远离祖国的游子的情怀
,

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

的忧虑
,

对社会现实的关切
。

在《吊罗马 》中他引屈原的诗 句
“

登

大坟以远望兮
,

聊以舒吾忧心
”

作为序诗
,

通过寄情于地中海上的

第二长安抒发了诗人翘望祖国复兴的热烈感情
:

徘徊呀徘徊 J/ 过

去那黄金般的兴隆难再 ! /但这不平的山冈
,

/这清碧的河水
,

/都

还未曾崩坏 ! /我只望这山河底魂呀
,

/哦
,

速快地 归 来 ! /
·

一
这长安一样的旧都呀

,

/我望你再兴
,

啊
,

再兴 ! 再兴了
· ·

… 了/ ,

《归不得》 (一个漂泊诗人的 N O S T A I G L A ) L 把诗人回 归
、

响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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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感情表达得那样的炽热
、

执着

不能忘怀的是我的故国
:

那儿的黄河该不曾改变那伟大的形状 ?那

J L的扬子江该不曾退减那可敬的汪洋 ? 那儿的万里长城该不曾磨灭那

闪耀着久远历史的灿烂的光芒 ?

哦
,

风呀
,

向东方吹着的风呀
,

你带我去吧 1 因为这儿不能使我

痛快的号哭
,

因为这儿不能安我的灵魂
,

因为这儿使我常背着羞辱
,

因

为这儿使我常在依赖中生存 ”
一

地中海的水 你可能通到黄河中去么? 我愿在你的波下
,

我愿为你

波下的鱼虾 !

· ” 二 (原诗)

只是大风起了
,

我还是踏着异国的土地
,

要是我再不能归去
,

那我

的情爆嵘螂鬃丽贤儡步绮聋詹岔碧雪纂憋黔黔
集导言》中虽然把王独清归入后期创造社倾向于法国象征派 的 三

今衫甘付篇猫
“
吸划小少吸头巴不种浩庄所作

.

述是拜轮式的雨果式 的 为

人的悲思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

识者不能不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的情思
。

当然
,

就是这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诗篇也总是涂抹着一种

悲伤袁愁的色彩
,

在激奋中隐含着哭诉
,

而且游子之情一碰到现

实又滑向了悲哀失望的痛苦之中
。

王独清以他独特的音容加人了二十年代的诗人群中
,

这不仅

表现为他属于自己的诗歌的感情色采
,

也表现在他对新诗发展所

进行的探索和所作的贡献
。

在诗的形式上
,

王独清很注意随着诗

情的变化和需要去寻求不同的表达方式
。

他的诗作有的是纯诗的

有韵
,

分行
,

或限制字数或不限制字数 ; 有的是纯诗式的与散文

式的结合
,

如上述《归不得》便是将诗句连成一个个小段落
,

从而

表达出诗人对祖国那种如泣如诉的情思
。

诗行的排列往往在不规
_

则中有其统一的律动
,

如《失望的哀歌》把长的句行与短的句行文



错排列
,

从而造成一种静与动
,

现实与回忆互补的效果
,

很有点

意识流的味道
。

王独清又把象征主义诗派的一些特点纳人了他主

观的抒情之中
。

在王独清的诗中融人象征主义诗派的一些特点
,

主要是倾向于这一派诗作的音乐美
、

色采美
, “

从他们那儿 去 借

字汇和词句
。 ”

O 他介绍象征派诗人魏尔伦
,

也是因为他
“

把音乐

作为诗歌的主要条件
” 。 L 在王独清看来

, “
用很少的字数奏出和

谐的音韵
,

我觉得才是最高的作品
。 ” L 《我从 C af

“ `
中出来》O 便

是这样精心创作出来的
:

我从 C a f e `

中出来
,

身上添 了

中酒的

疲乏
,

我不知道

向那处走去
,

才是我的

暂时的住家… …

啊
,

冷静的街衡
,

黄昏
,

细甫 !

全诗两段
,

第二段无论行数
、

字数韵脚同第一段都相同
,

整齐的

形式
、

交错的韵脚
,

八
、

九行在两段中重复的咏叹
,

把一个流浪

者的哀愁完美地浓缩在有限的诗句中了
,

从艺术上看确实收到了

和谐美的效果
。

在诗中如何达到
“

音
”
和

“

色
”
的统一效果

,

造成一种生理学上

称之为
“

色的声觉
” 、

美学上称为
“

音画
”

的境界
,

在王独清看来是

诗人应该追求的一种最高的艺术
。

象下面的诗句便具有这样的美

感
:

在这水绿色的灯下
,

我痴看着她
,

我痴看着她淡黄的头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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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深兰的眼睛
,

她苍白的面颇
,

啊 ! 这迷人 的水绿色的灯下 l ⑧

还有这样的诗句
: “

庵 ! 惨白 l 上海的一切
,

上海的所有 ! /—
只除 了那些马路上巡捕的红色包头 !

”
@ 这种色彩的对比

,

把诗人

回到上海的失望和激债情绪表达得简洁而明快
,

给读者留下的情

绪感受也是鲜明深刻的
。

复踏的手法
,

注意情感的迥旋
,

从而有利于造成一种流动的

情绪世界
,

也是王独清抒情方式的特点
。

这些在他的诗中所采取

的方式也是多样的
,

有时是整段的
,

有时是诗行之间的照应
,

有

时是几个字的变动
,

,

都有利于造成一种情感的旋律
。

看来对于诗歌的艺术美是诗人王独清所刻意追求的
。

如何看

待这种追求 ? 应进行具体分析
。

在
“

五四
”

新诗运动中抒情诗的直

白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

王独清对诗歌的艺术美
,

无论在新诗

的语言
、

形式
,

还是律动色采等方面
,

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对

丰富现代抒情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他不仅从西方诗歌各流派主

要是象征主义诗歌吸收了有益的东西
,

而且由于他对中国古典诗

歌的修养和磨炼
,

使他的诗作也流动着本民族诗歌的传统
。

尽管

他喜欢在诗中直接引用外文的字句
,

但就整体来说他诗歌的内在

律动是属于自己民族的
。

当然这时他的诗作也存在着很 大 的 局

限
。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的落潮
,

使一部分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陷

人迷惘仿徨中
,

诗人自己也几乎陷于沉沦
。

因而这一时期他的诗

作中更多的情调是个人情感的低吟
,

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很有限
。

王独清在他步人诗坛的时候
,

他没有能够成为时代的歌者
。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爆发的
“

五开
”

运动对浪迹在欧洲的王独清
“

震动
”

很大
,

他每夭都从报上看到关于中国的消息
。

他在给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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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信中写到
: “

我自己向自己发誓
,

决要在最近的期间回国
。

我

是再不愿在外国享乐
,

再不愿受那些上层阶级的外国人的假意的

优待
。 · ·

一我还是到中国受苦好些 ! ”⑧ “

五升
”

似乎使王独清
“
又

恢复了从前对于实际活动的热烈的欲望
。 ” ⑧

一九二六年初王独清回到了上海
,

很快投入了创造社后期的

工作
。

这时创造社正在酝酿方向转换
,

郭沫若受聘于广东大学
。

这对于刚刚归国的王独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

他于是同郭沫若
、

郁达夫一起到了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

王独清也由创造社的一般

成员而成为广州的四大成员之一
,

后又被列名为创造社总社第一

届五名执行委员之一
,

出版部常务理事兼监察委员
。

郭沫若随军

北伐后还代理了一段时间文科学长的职务
。

二九二七年上海工人

武装起义遭到帝国主义镇压
,

王独清与成仿吾
、

鲁迅等共同署名

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

广州发生
“
四一五

”

清党事件后
,

王独清于五月初 回 到 了 上

海
。

此后一段时间曾受郁达夫的委托主持了社里的工作
。

此间成

仿吾虽于七月底从广州到了上海但不久又去了日本
,

郭沫若于十

一月初回到了上海但却是处于秘密状态
。

这时出面主持创造社日

常工作主要还是王独清
。

这种情况直持续到成仿吾于十二月上旬

从 日本回来后
,

《洪水》 停了刊
,

《创造月刊》 则由成仿吾担任了

编辑
。

这以后王独清虽然再没有参加创造社刊物的主 要 编 辑 工

作
,

但是他在创造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仍在发挥着积极的

作用
,

可以说是
“

主要参加者之一
” 。

为了扩大创造社的影响
,

王

独清还同创造社其他成员一起应上海艺术大学的要求参加了该校

的工作
,

担任教务主任一职
。

王独清的思想是很复杂的
。

没落阶级的小少爷
、

长期的流浪

生涯
,

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
,

都在他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

形成了他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

但同时辛亥革

命打开 了他的眼界
,

他又曾置身于
“
五四

”

爱国运动中
,

受 到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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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的震动和大革命的洗礼

,

因此爱国主义思想
、

民主主义 和 社

会主义倾向在他的思想中也占有着重要因素
。

他的思想发展也是

很曲折的
。

后来他在回顾自己的思想经历时写到
: “
我在广 东 时

的左倾完全是直觉的作用
,

同时是团体推动的结果
,

及至清党事

件发生才算把我的意识渐渐地唤醒了起来
,

可是那个只根据于一

时感情而来的意识是很靠不住的
,

我曾因此陷入了非常苦闷的状

态
,

并且更增加 了我作品上的伤感
。 ” ⑧ 这个分析是比较符 合 他

的思想实际的
。

大革命失败
,

一些革命者 (包括王独清曾与之接触过的革命

者 ) 遭到残酷的杀害
,

这对王独清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

他

决心丢掉伤感
,

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

在《遗嘱 》诗中他这样写到
:

今晚我
,

我就要死 了
,

我就要死了
,

朋友
,

快来
,

来吧我的这些诗稿烧掉!

我的生活
,

完全是
,

是不健全的生活
,

我的生活
,

是尽被无谓的伤感埋没
。

我死后不愿再听到伤感的啼哭
,

那都是无用的声音
,

徒烦乱我心头
。

也不要在我的墓前立什么碑铭
,

只要能认识
,

都不妨把墓顶推平
。

最好常到我墓前迷我死前的疲倦
,

好使
,

使我在墓中常感着悔恨
,

不安
。

这是王独清回到上海后于五月十九 日为他的第二个诗集《死前》写

的序诗
,

可以看出他决心与过去的自己告别的心迹
。

五月立十日

在他给法国友人摩南的信中颐又明确的表示《死前》这个诗集的用

意
: “
我是极力想使我一向趋向于个人份感方面的艺术完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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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希黛我的新生
。 ”

他对个人主义的艺术也试图进行一些批判 ,

“

我们现在对于摆伦却只承认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者
,

只 能 承

认他历史上的价值
。

洲摆伦式的革命诗人还不外以个人为中心
,

还不外是一种英雄式的破坏者
” , “

现代决不是个人的时代
,

个人

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
” , “

我们所要求的是民众的文艺家
,

是置身

于蒲虏莱大利亚 (普罗列塔利亚 ) 中文艺家
。 ”

在后来的一 系 列

演讲中他还指出作家应认清自己的时代
, “

时代是文学的背景
,

文

学是时代的先趋
。 ” “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英雄的时代
,

己经不是

支配者的时代了 ! 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学
,

第一须把 自己的态度把

定
。 ” ⑧ 他强调一个文学家应到社会的实际中去

, “

纯艺术在现代

已经成为过去
,

… …我们要作新时代的文学家
,

第一须把自己旧

时的思想和生活根本剥掉而能把生活与文学合而为一
。

我以为新

的文学家应该是
`

离开案头便到街头
,

离开街头便到案头
’ 。 ”

@ 这

些议论至少说明了他在文艺思想上所发生的某种变化
,

显示了他

思想发展的轨迹
。

王独清文艺思想的变化
,

还表现在他回到上海后对早在欧洲

已经酿酿并已写 出第一场的历史剧 《杨贵妃之死 》L所进行 的 调

整
,

剧中增加了不少逃难的普通百姓和士兵的场面
,

突出了人民群

众的伟大力量
。

作者在《杨贵妃之死》再版所写的
“

附言
”

中说明 了

这层意思
: “

这群难民完全是我幻想出来的
。

开始只作了发挥诗意

的材料
,

没有打算十分刻画
,

到了续作
,

才在这上面用了些功夫
。

暗示出民众的权威
,

暗示出民众对于高压淫威的革命
” 。

在《貂蝉》
O 的序言中他更明确地表示他是把貂蝉

“
用来作成我理想人 物 的

模型
,

在我 目下能力可以做到的范围以内
,

算尽了很小很小的一

部分文学上的宜传 (假使我两种剧本能担当起这两个字的时候 )

的任务
。 ”

至此
,

王独清文艺思想的发展已有了明确的内容
,

那就是主

张
“
文艺家就是宜传家 ! ” 。 他在《五开》一文中更进而号召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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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
赶快作宜传和煽动的工作 ! ”

长诗《 I ID E )}c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 @ 便是王独清这种文艺思想演绎下的产品
。

长诗对发生不久

的广州武装起义作了及时地反映
,

着重表现了武装起义中的革命

情绪和起义失败后对革命前途坚定的信念
。

但是正如鲁迅说的这

是
“

从上海的租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
” ,

因此长诗不可能写出这场

以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历史画面
。

诗
·

中充满了红色恐怖的气氛
,
布满了字号逐渐增大的

“
红拚气 传单

和各式的标语口号
。

那些起义的革命群众也有点流氓无产者的味

道
,

一个教授被两个校役捉住
, “
打 1 打 ! 打 ! ”

于是教授倒下去

了
。

这个教授曾经叫一个校役买一匹绸子
,

因为买错遭到教授的

辱骂
, “
还把口水唾在我的脸上

” 。

在起义中
,

对反动派的镇压被

诗人描写成
:

现在我要使你在地上爬爬 /我要把你的头发拨拨 Z现

在我要叫你把衣服脱脱 /我要用枪这样在你身上戮戮 /— 哈哈厅

哈哈 ! ./
· ·

…刀我们不禁要向
,

这就是革命的诗歌吗 ? 毫无疑向
,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长诗《ll D E c)} 是一篇并不成功的试作
。

但是 从

实行
“

文艺家就是宣传家
” ,

文艺家应
“

赶快作宜传和煽动的工作
,

这种主张来看
,

诗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敢以用他的笔去及时地反映

这一历史事件
,

去表现起义的全过程
,

表现革命形势的严峻和斗

争的尖锐
,

不能不说是表现了诗人一种可贵的努力
。

诗人是企图

着用他的诗去参加到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的 历 史 潮 流

中
。

王独清后来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所进行的批评
,

可以解释这

一类诗歌的特点
,

他写到
: “

他的诗有一个一贯的内容
,

便 是 胆

大的狂喊和吓人的喧哗
,

对于旧社会的嘲笑和对于革命敌人的辱

骂
。

— 不消说这种文学的内容是非常必要并且通过了马雅可夫

斯基的才能的处理形成了好的文学
。 ”

O 可是在王独清的这 篇 诗

中
, 我们看到的却只剩下了狂喊

、

喧哗
、

嘲笑
、

辱骂
,

他缺乏处

理这种题材的能力
。

不但寻不出
“

更进一步的深刻的政洽意识
, ,

而且就是写作上也是相当粗糙的
。

做为诗
,

《I DI 它C》可以说是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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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之作
。

在后来写的文章中王独清仍强调
“

文学家是政治斗争的 代 言

人
” ,

但同时认为检讨
“

普罗列塔利亚意识和文学上的技巧与力量

的不足
”
匆 也是很重要的

。

他终于迎来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新起点
。

组诗 ((I en i : it V it o
on va 》函 便是这新起点的标志

。

组诗表达 了

诗人要求新生的热烈愿望
,

同他刚从广州回到上海这一类的作品

相比
,

思想要踏实得多
,

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了诗人 前 进 的脚

印
: “

我不是诗人
,

请你们莫再夸赞 /至少对于你们
,

我是再不能

慰安
。

/要是我真是诗人
,

那就再让我锻炼
,

/锻炼到
,

我的诗歌

能传布到农工中间
。

刀 ((( 改变 ))) 《伟大的死》歌颂了革命者的坚

贞多 《 T , ` er 耳 r bl : cu 五e》《帝国主义杀人》暴露了反动派
、

帝 国 主

义者的凶残罪恶
,

《壮伟的离别》则表达了诗人对革命的期待
。

稍后写于一九二八年双十节期间的一首诗《eF et
,
N at i o

an l心函

显示 了诗人对诗的审美追求的新拓展
。

诗篇以对比的手法
,

反讽

的语调
、

精炼的诗形
,

表现了广大劳动者对
“
双十节

”
活动的一种

冷漠的心态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
:

今 日
,

听说是我们光荣的 日子
,

听说 17 年前建设国家就是这个时候
,

今 日
,

市党部传来了政府的命令
,

教全市都一致地挂旗
、

庆祝
。

可是在这上海的庆祝声中
,

没有人注意到白渡桥边
、

黄浦滩头
,

你们且注意注意这儿吧
:

在这儿
,

所谓光荣的日子
,

是
,

一点也没有!

这就是王独清的希望
“
能传布到农工中间

”

去的诗篇吧
。

确实显示

了王独清诗风的改变
,

语言通俗
、

节拍韵律也都自然而有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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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后期诗作分别收人了《堆炼》和《零乱章》两个诗集中
,

王独清还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剧本
、

小说
、

传记文学和杂论等
。

两部大型历史剧《杨贵妃之死》和《貂蝉》相继完成于一九二七

年到一九二八年
,

在当时是曾经引起不小的反响
。

作者一反传统

的女性观是把两个女主人公做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女性

来塑造的
。

杨贵妃已不是安史之乱的祸水
,

而成了
“
一个甘 为 民

族甘为自由牺性的人物
, 。

@ 由于
“
在历史上阶级不同的缘故

” ,

作

者在貂蝉身上着重表现了她
“
借一己的情爱去实现她为民众 利 益

的希望
,

她便在这种公与私的交错之中作了他的栖性了
。

” 她在

我们的眼前竟然变成一个为自由斗争的勇士
,

竟然变成一个为自

由栖牲的圣者
’ 。

函 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这一处理
,

显然是一 个大

胆的创造
,

体现了一种反传统的浪漫主义史剧精神
。

用历史来直

接影射现实的政治斗争也表现了两剧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

在 《貂

蝉》杀董卓的一场戏中作者让吕布喊出
: “
你

,
杀士民

、

杀商民
,

杀农民
,

杀工民
,

… … 中国完全被你弄成一个无限大的恐怖局面

了 1 我要替民众复仇 I ”
这里

“

讨暴虐的民贼
”
的立意是很明显 的

了
,

但是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也出了大格
,

吕布与王允同羞卓的矛

盾本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

在剧中他们却都成了
“
同志

, 、

为民除害的英雄
。

虽然作者在剧中张扬着一种要把
“
死的变 为 活

的
”
的浪漫主义史剧主张

,

但超越 了历史离开了历史的特定环境
,

却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

因此
,

尽管两剧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
,

剧情的复杂跌宕
、

结构的恢宏壮观也是前所未有的
,
甚至某些构

思也是可取的
,

但是做为历史剧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的
。

同历史剧比较
,

王独清现实题材的独幕单人剧《国庆前一日》

公堪称佳作
,

剧中出场的人物只张白甫一人
,

民报的编辑
,

一个

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
。

午台为张的写字间
,

幕后内室张妻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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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床
。

在国庆前一 日
,

一边哈 (对着内室的妻子 ) 一边修改即将

付印的传单底稿
。

就在即将修改完成之际
,

电话通知他们地下印

刷机构被捣毁
,

地下活动地点也遭破坏
;
接着又从电话中得知他

所在的民报馆被搜查
,

通缉重要人犯
,

而且即刻到他的住所来捉

拿
。

在紧要关头
,

张一面安抚病中的爱人
,

一面烧毁文件准备逃

走
。

可是已被包围
,

他把所有的印刷物堆聚一起点起火来
,

张 白

甫昂着头站在燃烧的烟火中如受栖性的圣者一样
。

此剧在人物形

象的塑造上是比较成功的
,

一切都处理得有然而近于情理
。

全剧

构思也很别致精巧
,

两个未上场的人物
,

张妻和另一地下革命者

都在剧情的展开中供托普主人公
、

拓展着午台的空间
、

推动着剧

情的发展
。

于是剧作的立意
,

一个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具有很

强革命使命感和人情味的革命者形象便凸现 了出来
,

给人的印象

是鲜明深刻的
。

王独清有一个短篇也是描写革命者生活斗争的
。

《信仰 》L 的

构思也很别致
。

作品主要通过两个出场人物
“

我
”
与 B君冬夜的一夕

谈
,

着重表现了一个叫H的革命者
。

H在清党中被杀
,

所译的一 本

伊里奇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也随之化为一炬
。

H 早在留学时

就译过这本书
,

托人带回国内丢失
,

这烧毁的已是他的第二次译

稿
。 B君在 H栖牲后接过这一未竟之业

,

继续从事这一工作
。 B说

:

“
我们要知道一时的失败

,

并不能停顿我们的永远的工程
,

… … 我

们要有这种信仰
,

我们才不至动摇
,

不会在恶势力面前软化
。 ”
这

道 出了这个短篇的立意
。

小说描写的人物思想性格虽然显得平面
,

但由于构思独特
,

通过一本书翻译贯穿内容
,

也耐人寻味
。

历史题材小说《子畏于匡 》@ 是一篇优秀的短篇
。

作品描写孔

子离开卫国在匡地的一场遭迁
。

匡地农民把孔子误认是阳虎
,

他

们拿着镰刀锄头把孔子和他门生的住店给包围起来
。

面对暴乱的

农民就是圣人也一筹莫展
,

吓得眼发直脸色变得死白
。

最后不知

是急中生智还是圣人有权变之道
,

孔子对前来看圣人是什么模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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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领夫人卑躬屈膝
,

还用九 曲明珠进行了贿赂
,

才解了围
。

小

说对
“ 威而不厉和恭而安

”
的孔子复杂的心态表现得十分的真实鲜

活
。

其他如子渊善于讨好
,

子路的鲁莽
、

子张的乖敏
,

着笔不多

但刻画得也很生动
。

就是上场一面的匡地头人和他的夫人
,

或一

席话
,

或简短的细节描写
,

也跃然纸上
。

小说通过人物性格的展

现和情节发展
,

主要表现了群众的威力
。

塑造复杂内心世界的人物

形象
、

构思布局的严谨
,

白描的手法
,

调侃意味的文李倍言
,

这

一切都显示了王独清小说由偏于主观向现实主义的发展
,

在早期

革命文学创作中是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成就的一篇作品
。

三十年代初王独清还陆续写 出了两本自传作品
,

即《我 在 欧

洲的生活 》和 《长安城中的少年》
。

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展现内地

城市闭塞的社会风貌和一个
“

现代流浪汉
”

的心迹
,

使两部自传作

品在三十年代传记文学创作潮流中
,

很具有自己的特色
。

从感伤的行旅把目光转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广 大 群 众
,

从 把

文学做为表达和发泄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发展到强调文学应具有

时代精神和革命的使命感
,

这中间王独清在文学创作上走过的道

路
,

在创作实践上的种种努力
,

总的趋势是不断前进的
。

对这种

努力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

19 98年 8 月初稿

1口 4年 7 月定稿

注释
:

①②③LL 王独清
: 《长安城中的少年》

,
1 9 33年10 月上海光明书局初版

.

④ 王独清 : 《我文学生活的回顾》
。

⑤⑨ 王独清
: 《我在欧洲的生活》

,
1 9 3 2年7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

。

⑦⑧ 《郑伯奇文集》 12 4 0页
,

1 3 05页
。

⑨ 《朱来之艺米家 》 ,

《创造社资料》 (上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L 《郑伯奇文集》 7 。页
。

⑧ 载《洪水》 1卷 1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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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失望的袁歌之一》
,

载《创造月刊 }}1 卷2期
。

O 《圣母像前》 , 1 9 2 6年 12 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
19 27年列为

.

创造折丛书
”

第“

种

O 《死前的希望》
,
载《创造月刊 })1 卷7期

.

L 《吊罗马》载《创造月刊》 1卷 1期
。

0 收入诗集《埃及人》
。

0 《我曾经怎样创作诗歌》收论文集《前后 》
。

O 《我和魏尔冷》
,
收人《如此》

。

L 《再谭诗》
,

载《创造月刊》 l卷 1期
。

L “ 。 a f e ” ,

意为咖啡馆
。

@ 《玫瑰花》 ,

载《创造月刊 })1 至 4卷 4期
。

O 《我归来了
,

我的祖国 1 》载《创造月刊 》 1卷 9期
。

⑧ 《创造社— 我和它的始终与它的总帐》
,

《创造社资料》 (下 )

L 《致法国友人雇南书》
,

载《洪水》 (半月刊 ) 3卷31 期
。

。 《平凡与反抗》
,

载《洪水 )}3 卷 s4 期
。

。 《街头与案头》载《洪水》 3卷 35 期
。

L 1 9 2 7年 9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

列为
“

创遭社丛书
”
第 16 种

。

0 1 9 2 9年10 月上梅江南书局初版
.

。 魂今后的文艺家》收入书信讲信集《前后》

@ 1 9 2 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

。 O 见《王独清文艺论集》
, 1 9 3 2年 11 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

。

O 法文
,

惫为
`
新生命的开始

” ,

载《创造月刊》 1卷 12 期
.

匆 密为《国庆 日》
,
载《创造月刊》 2卷`期

。

俞 《杨贵妃之死万之版《作者附言》
, 写千 1 9 2 8年4月 2 日

。

O 《貂禅
。

序》
,

写于 1. 29 年 1月 3 日
。

Q 载《创造月刊》 2卷4期
,

写于 1 9 2 8年 10 月 16 日
。

L 收入短篇集《暗云》
, 1 9 3 1年 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

.

幼 载《创造月刊》 2卷 6期
,
收人《暗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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