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報辦刊 投身文藝戰鬥

茅盾在港期間共創作
了三部長篇小說《第一
階段的故事》、《腐
蝕》及《鍛煉》，同

時，他在各報刊上發表了多篇短論、
書評、雜文、札記等，收錄於盧瑋
鑾、黃繼持編寫的《茅盾香港文輯
（1938-1941）》一書中。無論雜文還
是小說，茅盾都緊抓住當時現實生活
中的主要矛盾和鬥爭，可以說是在力
求文藝地用筆戰鬥。

茅盾一生共創作了六部長篇小說，

其中有三部是在香港創作完成，並於
本地報刊連載。若細讀這些作品，其
中的人物、背景以及整個故事的進展
似乎都與香港無甚關聯，而從作者、
作品、讀者和編輯的關係出發，可以
看到茅盾其實採用了一種站在香港讀
者立場、並積極將讀者的閱讀趣味納
入創作思考之內的書寫方式。

對南來作家來說，要讓閱讀趣味偏
向武俠、神怪且對抗戰所知甚少的本
地讀者接受自己的作品，並非易事。
當年《你往哪裡跑？》的匆匆收尾或

許是一次失敗的嘗試，而《腐蝕》則
不同，茅盾那時已對香港的在地文化
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在不斷的實踐中
深 化 了 關 於 「 文 藝 大 眾 化 」 的 認
識——文藝大眾化僅僅從形式包括語
言上着眼是不行的，必須同時解決內
容問題，而且內容更為重要。

故茅盾在《腐蝕》中做了很多新的
嘗試，如故事始終以主角趙惠明為中
心順序展開，而第一人稱的日記體敘
事既不會令本地讀者覺得陌生難懂，
亦與傳統筆記體小說相似，的確是一

個可以顧全大部分讀者閱讀趣味的選
擇。另一方面，他在正文前寫有一段
「半文半白」的小序，有古趣但並不
晦澀難懂，更貼近讀者的閱讀習慣。
而故事背景選擇在重慶，也更能吸引
那些不了解重慶，但對重慶政府、防
空洞、空襲等充滿好奇的香港市民，
從《大眾生活》刊登的讀者來信反饋
中，《腐蝕》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
斑，也可從中看到茅盾為入鄉隨俗、
繼而宣傳思想所做出的鍥而不捨的努
力。

茅盾作品中的「香港性」

當香港的文學生產進程追溯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報紙副刊與文學期

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這與當時香港的社會、文化條件，以及更

大範圍的內地政治局勢都有關聯。抗日戰爭爆發後，內地大批文人南

下香港，創辦了大量的報刊，不僅刺激了香港的報業，也強化了其

文學生產功能。現代著名作家茅盾在港主編的報紙副刊《立報．言

林》與文學期刊《文藝陣地》皆特色鮮明，既令香港讀者進一步了

解內地抗戰狀況與新文學作品，亦如一陣清新的風，為彼時「安靜」

的香港文壇帶來勃勃生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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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1896-1981）姓沈，本名德鴻，字雁
冰，原籍浙江桐鄉縣。從1938年起，他

曾四度在香港居住，除第三次較短暫外，其餘
每次都逗留了一年左右。茅盾在香港的文學活
動與創作，對香港報業和文壇具有頗為重要的
影響，也可以說是他創作活動高峰期的重要部
分。

首次赴港探討「偉大作品的產生」
茅盾首次到香港後數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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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我們的創作
方法，而先來討論『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
生』，那就本末倒置……」演講後，會議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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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此次來港是帶了家眷的，最先住在灣仔的
軒尼詩道，後來一家四口才在九龍太子道196
號4樓安頓下來。他在自傳《我走過的道路》
中透露自己寫信給其小舅子孔另境時，請對方
回信到「太子道一九六號四樓」，亦描述居所
是「九龍的高級住宅」，有一房一廳與大陽
台。如今這棟唐樓仍在，只是196號已成為一
間茶葉舖。
據盧瑋鑾於《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
文化活動》一書中記載，雖然茅盾認為「停留
在這樣安靜的香港，可說是一種意外」，但他
已準備全力投入以文藝發動群眾，捍衛祖國，
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文藝活動中。

主編《立報．言林》與《文藝陣地》
1938年4月，創刊於上海的《立報》在香港

復刊，總編薩空了請茅盾出任該報副刊「言
林」的主編，茅盾主持編務至當年12月，後受
邀赴新疆任教職。當年《立報》選址皇后大道
中175號，如今175號已不在了，皇后大道中只
餘下171及181號。
《立報》第一版是要聞，第二版上半是內地
消息，下半便是副刊「言林」。在復刊首日，
茅盾在《獻詞》中說：「今日我中華民族正在
和侵略的惡魔作殊死戰，『言林』雖小，不敢
自處於戰線之外……『言林』不拘於一種戰
術；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凡屬拿手好
戲，都請來表演。但『言林』並不就此化為單

純的『劍林』；
它有時也許是一
支七弦琴，一支
笛，奏出了大時
代中民族內心的
蘊積；它有時也
許是一架顯微
鏡，檢視着社會
人生的毒瘡膿
汁……」
如樊善標在

《諦聽雜音：報
紙副刊與香港文
學生產（1930-1960年代）》一書中所述，這段
話既表達了「言林」參與抗日的義無反顧，也
以豐富的意象呈現了此副刊版面的多元面
貌——以劍林代指筆伐，琴與笛寓意抒情，顯
微鏡則象徵冷靜的分析。後來茅盾在《談編副
刊》一文中回顧，他的基本構思是內容要「五
花八門，雅俗共賞。應當有一連載半月或一月
之長篇小說作為主柱，而用五花八門的短文以
為配襯」。此外，如有剩餘篇幅，編者可「用
文壇近訊，藝苑韻事等題目寫數十字的雋永短
文，不露臨時急就的痕跡」。
茅盾坐言起行，在復刊第一日即開始連載抗

戰題材長篇小說《你往哪裡跑？》（後改名為
《第一階段的故事》），此外他還以「上
水」、「仲方」、「微明」等筆名發表了許多
雜文時評。「言林」向來不缺來稿，他在《我
走過的道路》中提到：「《言林》剛復刊時，
我還不得不自己動手趕寫文章，四月一日復刊
到四月六日，每天有我一篇文章，但不久香港
和華南一帶的投稿就如雪片似地飛來，並且逐
漸形成了一支經常寫稿的『核心』隊伍。」
茅盾同時還創辦了《文藝陣地》半月刊，從
1938年4月16日的創刊號至第2卷第6期，他
總共編了18期。據趙稀方在《報刊香港：歷史
語境與文學場域》一書中所述，《文藝陣地》
是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並重的刊物，在創刊號
的《編後記》中，茅盾寫道：「這一期議論文
多於作品。編者很想每期都能保持這一個性。
似乎現在還沒有對於文藝上一般問題多發表意
見的刊物，本刊試想在這裏開一冷門。」在編
輯過程中，茅盾以他非凡的組織力和號召力，
組織了廣大的作家隊伍，並認真注意發現和培
養文學新人，使得《文藝陣地》成為抗戰初期
影響較大的文學期刊。

經歷香港淪陷 輾轉回到內地
1941年8月，茅盾從重慶轉道桂林，回到闊

別兩年多的香港。這時他住在半山堅尼地道的
洋房，剛安頓下來，正籌備《華商報》的范長
江和夏衍就來找他約稿。於是，茅盾將兩年來

從香港到新疆、延安、重慶，再回到香
港的所見所聞，尤其是戰時大後方的經
濟變化以及戰爭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
響，寫成以「如是我見我聞」為主題的
一組散文在《華商報．燈塔》連載。
其間，正籌辦《大眾生活》的鄒韜奮
也邀請茅盾擔任編委，茅盾曾憶述：
「《大眾生活》籌備出版之時，編輯委
員會同人以為須有一長篇小說連載，而
且為的要趕在刊物的創刊號上登出來，
故而又必須於一星期內交第一批稿……
這結果就是《腐蝕》。《大眾生活》是
周刊，每期留給《腐蝕》的篇幅是三千

到五千字，但既開始登載了，就不能中
斷……」
在茅盾第二次居港的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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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才在東江游
擊隊的保護下回到內地。茅盾在《脫險雜記》
中記敘：「我們這艇子裏有Y（葉以群）、小
高、寶公（戈寶權），以及其他朋友……我們
說說笑笑，確信『偷渡』一定順利完成。因為
這不濃不淡的霧罩太好了……」此次居港期
間，他先後寫成八篇文章記錄這段驚險的經
歷，也通過不同側面反映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
香港社會的狀況，以及南來文人的處境。

戰後兩次居港成文壇核心人物
抗戰以後，與郭沫若一起站在民主革命運動

前列的茅盾，亦曾兩度到達香港。第一次是
1946年4月，茅盾偕夫人離開重慶，經廣州到
達香港。此行他在香港逗留了13天，每天都忙
着到團體和學校講演，並在文協港粵分會的歡
宴上號召道：「文化界應該像抗戰初期那樣團
結起來，建立一個強固而廣泛的民主統一戰
線。」
除卻一如既往的忙碌，舊地重遊的茅盾還有
幾分感傷的情緒，在蕭紅《呼蘭河傳》的序言
中，他寫道：「我怕香港會引起我的一些回
憶，而這些回憶我是願意忘卻的；不過，在忘
卻之前，我又極願意再溫習一遍……我打算到
九龍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
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時喜歡約女伴們去遊玩的
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時專心致意收集
來的一些美國出版的連環畫，也想看一看香港
堅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時的房子，『一二
．八』香港戰爭爆發後我們避難的那家『跳舞
學校』（在軒尼詩道），而特別想看一看的，
是蕭紅的墳墓——在淺水灣。」然而，直到離
開香港，他也沒有完成這些未了的心願，正如
他難以釋懷女兒和蕭紅「太早的死和寂寞的
死」，「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邊埋葬了悲
哀。」
兩年後，茅盾再與郭沫若、夏衍等文化人先
後到港，這時的茅盾愈發忙碌，不僅經常參加
各種政治和文化活動，擔任《小說》月刊的編
委和《文匯報．文藝周刊》的主編，也勤奮寫
作，為不少作者的作品寫了序。也在此時，茅
盾萌發了將抗戰時期的重大政治、經濟、民主
與反民主、特務活動與反特務鬥爭等作個全面
描寫的想法。他原計劃寫五部長篇，但由於條
件所限，僅完成了第一部《鍛煉》，從1948年
9月9日至12月29日於《文匯報》連載。《鍛
煉》是茅盾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構築宏偉，氣
勢磅礡，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戰爭初期的
社會面貌，也代表他創作上的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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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一批南來的左翼文人
以解放區文藝為標杆，提倡方言文學寫作，
拉開了香港方言文學運動的序幕。他們除了
以廣東農村的群眾為寫作和宣傳對象，也期
望關注和表現「此時此地」的社會和民生狀
況，冀使革命文藝在香港普及，實現「文藝
大眾化」為目標。這場運動得到文藝工作重
要領導人的支持，茅盾便是其中極有分量的
一位。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黃仲鳴
表示，方言運動分為「純口語派」和「糅雜
派」，純方言寫作沒有產生公認的佳作，而
黃谷柳以糅雜語言寫出的《蝦球傳》則在出
版後一紙風行。「這班南來文人作品雖多不
足觀，讀者更有限，但卻閃亮一場，將方言
書寫推向另一高潮，也對本地報業和文壇多
有刺激。」
方言文學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對其抱
以極大期望，1948年初，茅盾曾稱讚：「在
去年的幾次文藝論爭中（發生在內地），這
最後的一次成績最好。」關於在文學創作中
如何對待方言俗語，茅盾有着自己的理論和
實踐，他曾比較和研究過許多地方的方言，
認為：「我們各地的方言，如果有好處的話
則它們的好處各不相同，如果有缺點，則它
們的缺點大抵相同。」所以，他主張作家要

對方言俗語
中那些傑出
的語法和詞
彙「一一發
掘，加以精
製」，以此
來充實和豐
富我們的民
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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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四度居港廣播新文學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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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右一）、夫人孔德沚及兒
女在香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