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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的姿态与“新进”的意味*

———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论

陈 思 广

摘 要: 因征文而起的华北沦陷区的长篇小说创作，自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主义文化的烙印。

从获奖与出版的作品看，日伪统治者借“振兴”之名推行殖民文化的目的昭然若揭，“新进”作家的长篇创作也

因此具有了程度不一的殖民文化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反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的书写，以及反映底层人

民不幸生活遭遇的小说，虽然在局部上有一定的真实性; 那些反映底层妇女不堪遭际的小说，作者也试图淡化

殖民的因子，但作者的投机性与时代的言说环境使他们采取的与现实或疏离或贴近的写作姿态都无法摆脱殖

民文化的浸淫。这是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 30—40 年代特殊的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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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华北随即沦陷，大批作家纷纷南下，华北文坛顿显荒芜与寂寞。日伪统治者为装

点门面，粉饰太平，遂喊出“振兴”的口号，欲通过发掘与培养一批所谓“新进”作家的方式“振兴”华北文

艺。在 1939 年 2 月至 1945 年 6 月这六年间，日伪统治者通过长篇小说征文及其他方式刊载或出版了

一批所谓“新进”作家的长篇小说，给华北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亦似乎让人重新看到了华北文坛的

崛起。情形究竟如何?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振兴”的姿态? 这些“新进”作家的创作又具有怎样的意味?

这就是本文所要考察并回答的问题。

一、“振兴”的缘起与姿态

华北的沦陷与作家的南迁使华北的文坛，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倒退与死寂的局面。在 1937
年 7 月至 1939 年 7 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华北文坛竟没有出版或刊载一部长篇小说。一些刊物虽以扶

持长篇小说创作为名，辟出一定的版面刊载少量的“长篇小说”，但这种或有头无尾，或突然莫名夭折，

或虽刊完却仅有几千字的“长篇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强烈质疑①。直到 1939 年 8 月，李韵如自费出版

近 1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三年》后，华北文坛长篇小说的死寂局面才得以打破。不过，这部单一地表达热

恋中“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痴情曲，不可能起到为之一振的作用，女大学生自费出版的形式又无以显出

官方“振兴”的意愿。于是，日伪统治者以重金为诱饵，开始在各大官办的报刊上征募长篇小说，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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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阪每日》就在 1939 年 2 月第 2 卷 7 月号上刊载启事，悬赏征求 12 万字左右的长篇现代小说( 也征

求短篇小说) ，但效果并不理想。此时的华北文坛依然飘零在孤风寂雨中，以至于《中国文艺》的编者在

《编后语》中感叹道:“关闭在这氛围里的作家们，好像都失去了创作欲，似乎四肢无力的连笔管也拿不

动，而读者们也为着失望与悲观，不但对精神食粮没觉兴味，就是对形而上的事情，也很无精打采的。”
“这种现象就是趋入于颓废的倾向，也可以算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情兆，令人很可寒心。”①1940 年 3 月 15
日，《华文大阪每日》第 4 卷第 6 期公布了第一次长篇小说征募获奖作品，田瑯的《大地的波动》获正选，

张金寿的《路》获副选。虽然编者声言获奖作品是从 46 篇来稿中选出的，但作者的无名与创作质量的

平庸依然难举“振兴”之帜。而且，在之后的两年间( 1941—1942) ，华北文坛依旧没有出现像样的现代

长篇小说。这对于日伪统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共荣”的尴尬。为此，由武德社主办的《国民杂志》于

1942 年第 2 卷第 2 期刊出“本刊大征文( 长篇小说) 启事”，征求以“描写中国民众的真实生活”为内容

的 10 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以“振兴”华北文坛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启事写道:

伴随着中华民国三十一年的新年伊始，国民杂志也要开始着一个新的出发，并且企图着飞跃着

前进。
这次举办长篇小说大征文便是本志革新的具体表现之一。
华北尽有着许多刊物，但出版界其实是贫弱而浪费。华北尽有着许多作家，但文艺界却是萎靡

而堕落。因此读书界对之不是苦闷而焦灼，便是轻蔑和冷淡。考其原因，不是因为刊物办自己的刊

物，根本忽视了读者，便是刊物自身拒绝了作者。优秀的写作者自是无从发现，而真正的文学工作

者也在如此现状之前搁笔，所以这次大征文的目的，不仅为振兴萎靡而堕落的文风使得文艺界健康

的发展而已，还在于打破从来刊物之门罗性，以及唤起全国写作者之热情。
我们知道，在华北除去章回小说家，以及自称“作家”者之外，仍旧存在着许多真正的写作者，

但他们表示了沉默。沉默在如今虽在无可非难的，但也并无用处，“清高”的结果，也不过是“绝俗”
而已，反而远离了现实。为不负读众的热望，并了解我们暗夜行路的困苦，我仅以十分的热意等候

踊跃参加。
长篇小说在事变后的文坛上，没有产生过，所以我们征长篇。写长篇虽在于作者之魄力，但也

必须有刊物发表，国民杂志就愿意献出这园地来。
倘若因此次征文为契机而振兴了出版界，使华北文坛健壮起来，而获得出版家，作家，读者间之

紧固握手，那我们的喜悦就是无限的了。虽然这也许是一件艰苦的劳作，也许是一件困难的愿望。
1943 年 1 月 1 日，由孙鹏飞、郝庆松、王则、德玉葆、张金寿等组成的审稿人在第 3 卷第 1 期的《国民

杂志》上宣布征文结果:“正选: 天津杨鲍的《生之回归线》; 副选: 宣化刘延甫的《新生》。”同时在引语中

说:“本刊一千五百元征文，曾一度展期至十月末日，这中间收到计由华南，南中，蒙疆各地寄来的稿件，

不下百数十件，在审选时，承审选者始终维持着起初的热，终于拔擢出下列两篇发表于此，对这，我们不

敢说什么‘我们要建设华北文坛’，但是，在发表难，写作难，稿费难诸声中，我们愿掘发出这两位新人献

于华北文坛。”对这次征文，编辑也较为满意，这从该期的《编辑后记》中就可看出: “长篇小说自去年一

月号刊登启事以来，整整一年，中间因为来稿缺乏正选，便延迟到本期才发表。当选者两篇的好坏不论，

仅以写作者的热情来看，我们便不能不高兴的。在现今华北文艺界，长篇小说可谓太少见了，一则作者

缺乏写作的勇气与生活经验，二则没有刊物肯给予鼓励也是实在的情形。本刊自去年革新以来便注意

及此，不惜以千五百元的赏金与很多篇幅来贡献华北的文艺界。这次的发表，或者能够与华北文艺界一

种兴奋剂，因之而能激荡起更多青年的写作的勇气来，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之后，《国民杂志》还举办

了第二次长篇小说征文并公布了获奖作品。与此同时，另一具有很大影响的文艺刊物《中国文艺》也辟

出版面刊载现代长篇小说，如闻国新的《蓉蓉》等。华北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渐至复苏。在 1943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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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文艺》( 创刊号) ，1939 年 9 月 1 日。



1945 年间，一些新进作家纷纷出版了他们的长篇小说，如袁犀的《贝壳》( 1943 ) 和《面纱》( 1945 ) 、沙里

的《尘》( 1944) 和《土》( 1945) 、关永吉的《牛》( 1945 ) 、赵荫棠的《影》( 1945 ) 等。华北的现代长篇小说

创作终于有了“振兴”的模样。
诚然，从表面上看，在日伪统治者的鼓噪与扶持下，1943—1945 年间“新进”作家的长篇小说似乎给

华北沦陷区的出版界带来了几丝“振兴”的味道，也给华北文坛增添了些许“亮色”，但这显然是回光返

照。随着日本的彻底投降，这些依附在日伪统治集团下的“新进”作家们，自然失去了继续从事创作和

出版的机会，他们的创作实践也因之定格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区间。

二、“新进”的意味

据笔者统计，若以彼时长篇小说征文字数( 10 万字) 为限，1939—1945 年间，华北沦陷区共发表或出

版“新进”作家的长篇小说 15 部。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一) 赤裸裸地美化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行径，公然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涂脂抹粉

田瑯的《大地的波动》是《华文大阪每日》第一次长篇小说征文正选之作。小说写 16 岁的健生告别

恋人翠娥奔赴前线抗日，负伤后死在一个小镇里。翠娥与老祖母逃难，过着行乞讨饭的困苦生活。健生

的父亲王纲趁日军入城之际，谋得维持会长的职务，但因侵吞公款及儿子从军等原因被革去职务。他曾

为此拜访日军及当局县长，希望官复原职，但未能成功。他的妻子得知儿子健生死讯后变疯，被王纲监

禁在暗室中。王纲的弟弟王纪穷困潦倒，靠收废品为生。一天，王纪开门时发现门上靠着一具被暗杀的

死尸，惊慌失措，之后逃离了家乡。其妻陈香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与流氓周大荣一起生活，忍受他的虐

待。王纪逃到北方后，历经困苦，后当了水手。半年后他回到家里，却得知妻儿早已出走，他再次离开了

家乡。
乍一看，小说的故事好像并无大碍，其实作者完全是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为其侵略中国而涂

脂抹粉的。作品的主旨就是宣扬“中日提携”、“东亚共荣”，合作则兴，抵抗则死，留守则保全生命，逃难

则家破人亡。因此，小说写与日本合作的留学生升为县长，参加抗日的青年健生负伤死在缺医少药的小

镇里，逃难的翠娥、陈香、王纪等挣扎在死亡线上，抗战区百姓的生活则苦不堪言。为表现作者的这一思

想，小说中露骨的描写比比皆是。例如，小说写当日本军队进城时，王纲带领一些绅士见日本大佐，感谢

日本军进城保护良民，维持治安，发誓要本着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振兴东亚，互相提携，以建设新

中国。他还给他老婆玉英讲，此次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防共和打倒共产党傀儡的抗日政

权而举的正义之兵，并不是与一般中国民众为敌对，中国民众应予以支持，同心协力，共同为建设东亚而

奋勉，并对日本大佐佩服得五体投地。王纲还以治安维持会长的身份在县民众教育馆召开的民众大会

上作《中日提携与新中国之诞生》的发言。一派无耻谰言! 一副丑恶嘴脸!

《新生》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汉奸小说。作品写大学生俞经和茵这对恋人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

时，因“七·七事变”而被迫中断学业，俞经回了家，茵则去了南京。俞经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绅士，家

徒四壁的李吉因心眼直而被人称为傻李，一直未能娶亲。不久，日本人建立了维持会，俞老先生在侄子

周学仁的鼓动下挂名当了维持会长和警察局长。由于周学仁爱恋俞经的妹妹俞绮，而俞绮和俞老先生

都不同意，周学仁便告俞老先生“通匪”之名，俞绮只好被哥哥带着躲进了傻李家。岂料，第二天夜里军

队来到俞家带走了父子俩。第三天夜里又传来枪声时，傻李慌忙带着俞绮外逃，但跑了没几步就被击中

倒地。正当他们绝望时，却发现来的是长工老吴和哥哥带来的剿匪联队，一家人重又团圆。随后，周学

仁被判 10 年徒刑，傻李也养好了伤。经过这件事后，俞老先生忏悔自己看错了人，遂同意将俞绮嫁给傻

李。而俞经也接到了茵的来信，说国民政府还都了南京，她也加入了“和平运动”，鼓动俞经也来参加。
俞经接信后备感鼓舞，决心第二天就赴南京共同“和平、奋斗、救中国”。

可见，这是一部十足的瞎编乱造的反动作品，也是一部杜撰的充满奴颜媚骨的说教小说。且不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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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满着虚假的、荒唐的情节，仅说作品的立意及结尾公然喊出的汉奸汪精卫的卖国口号，就是典型的

“汉奸文学”。虽然小说在局部上有一定的艺术性，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为配合汪伪政权的“和平运动”
并服务于其政治纲领的艺术指向，丝毫不能掩盖作者为迎合日伪集团而歌颂日本奴役下的“新中国”、
“新秩序”的丑恶嘴脸，丝毫不能掩盖作者丧失民族大义而出卖灵魂鼓吹和平建国的汉奸本质，将其钉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毫不过分。
其他像如水的《海滨的忧郁》，美化日本侵略者丑恶行径的意图也相当明显。
( 二) 以相对遮掩或较为隐蔽的写作姿态传递出亲日或反英美的旨向

与前一类作品明目张胆地为日伪统治者歌功颂德不同，这类作品虽写得较为隐蔽，但其亲日反美的

立场与主旨依然凸显其中。《生之回归线》写主人公朱永强不甘现状，怀着憧憬来到城市，但由于先天

不足，虽勉力劳作，辛苦挣扎，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身处底层的痛苦与现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现

实，更不能改变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他虽然心怀一颗不平与奋斗的心，好不容易遇到了领路人，重新找

回了自己，但现实的污浊与人世的炎凉、时代的颓废与社会的黑暗，还是彻底击碎了他的城市黄金梦。
他不得不做出了暂时离开城市而重返家园的选择。

那么，朱永强为什么回乡呢? 我们看小说第七章朱永强父亲来时与他的一段对话:

永强关心自己的家乡，问父亲:

“家里可平静?”
“太平静了，现在咱家可比以前胜强了百倍，那真可说是太平岁月，收成好，粮米又卖的上价。”
“土匪呢?”
“土匪? 连个影子也没有啊! 自从 × × 队管辖了地面，土匪谁还敢来?”
“只要日子安宁就……”
“太安宁了。”老人脸上浮满了欣喜:“现在，咱那村子，要是跑了一匹小驴，都没有人敢领。”
“没想到这年头竟这么太平。”

将日伪统治下的家乡的光景称为“太平岁月”，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匪患”全无的太平岁月，这不也

是替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涂脂抹粉吗? 这不也是汉奸逻辑和奴化思想吗! ? 正是这一错误的指导思

想，使作者将一部展示农村有为青年不甘贫穷、几经风雨、几经奋斗、最终初步实现人生理想的励志小

说，写成了一部虽局部有着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有违生活哲学且支点严重迷乱的“危险品”。作者将

从起点到起点的这一重返乡村的人生之路喻之为“生之回归线”，并对此表示由衷的赞美。遵奉并呼应

了汉奸文学理论的创作方针与创作要求，暴露出日伪统治下奴性思想对作者的侵蚀与浸淫，显示了作者

思想的贫乏与反动、荒谬与悲哀。
袁犀的《贝壳》也是如此。表面看来，这是一部以大学生恋爱与婚姻为题材，讨论什么是爱情以及

女人的位置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表达爱情观、婚姻观的一部感伤小说; 实际上，作者借思考什么是爱情

这一人生命题，“暗示了自由主义的欧美思想之毒害，对于个人主义的恋爱观，作了最严的批判”①; 而它

所透露的反英美的倾向，正暗合了“大东亚文学奖”的宗旨。女主人公李玫受所谓的欧美思想的毒害，

信奉个人主义的恋爱观，其结果是道德沦丧，婚前婚后均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欲做贤妻良母而不得;

李玫的妹妹李瑛之所以没有上当受骗，就在于看穿了白澍裹在诗人外衣下的奸诈行径; 而白澍、吕桐的

所谓个人主义恋爱观，其实就是游戏人生、张扬欲望的市侩哲学，其结局不是被人识破就是被捕入狱。
由此证明，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是一个混乱而错位的观念体系，是造成青年男

女，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人生不幸、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情节: 当李玫的丈夫赵

学文将印有吕桐被捕的报纸递给李玫看时，说:“教育收到了相反的效果，知识补助了犯罪，一个大学毕

业生是制毒机关的首领，从他的住所，说是还搜出了原文的杜威博士的论文集呢。”而报上刊载的吕桐被

84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① 《贝壳》的广告，见《文学集刊》第 2 辑，1944 年 1 月。



捕的标题竟然是:“大学教育的成果 麻醉药之密输犯 制毒机关之首领———吕桐。”这就令人匪夷所思

了。且不说将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大学教育的成果”是如何不值一驳，仅说从吕桐住所搜出“原文的杜

威博士的论文集”就何等的不伦不类! 实在难以想像，作为哲学家、教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的原版博

士论文集与需要用化学原理制毒品的吕桐有着怎样的必然关联! 唯一或可解释的便是，欧美思想的侵

蚀使一个有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杜威就是他们的“罪魁祸首”，而这本原版的

论文集则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铁证”。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逻辑啊! 这不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反

英美思想，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闹剧吗?!

( 三) 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底层社会人民的不幸遭遇

为装点门面，《国民杂志》在举办长篇小说大征文时，将“描写中国民众的真实生活”作为征文的重

要元素，这自然使得一些“新进”作家纷纷投其所好，张金寿的《路》就因之获奖。小说写许怀民由于家

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只得放弃继续上学的念头转而到工厂去当学徒。三年后他虽然学满出师，但却一直

无法认同底层( 师兄弟们) 本真却粗俗不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因而也无法真正融入他们的生活

圈。几年来，许怀民虽然默默地承受生活的重压，但内心的倔强以及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念头却从来没

有停止过。他要好的朋友也劝他努力改变自身命运，但怀民念及年迈的父母以及自己身为长子的重任，

不得不在枯燥与烦闷中煎熬挣扎。卢沟桥事变后，许怀民失业在家，这使他有时间认真思考自己的命运

与未来的选择。迫于生计，他写信向他最要好的朋友义群借钱，却遭到了拒绝。他的那些师兄弟们也一

个累得吐血而死，另一个已开始吐血。看到这种惨状，怀民彻底地清醒了过来。虽然他的师傅为他在铁

路上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但他毅然决定辞掉这份工作外出学习。他知道这几年来他就是耽误在延宕之

下，由延宕而产生依赖心理，由依赖而陷入困境。现在他终于明白: 路只有靠自己去走，虽然这条路能不

能奔向光明尚不得而知，但至少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道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小说通过对许怀民由

屈从命运到为命运抗争的心路历程的描写，再次印证了一个平凡、朴素却耐人寻味的道理: 靠天，靠人，

不如靠自己! 小说的基调有些沉重，但这沉重却正契合于那个悲惨岁月的时代氛围。《生之回归线》也

是如此，虽然主旨媚骨，但作者对吃人社会淋漓尽致的揭示与对人性丑恶的鞭挞，以及对生活中不乏美

好人情的讴歌，都使这部作品成为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的具有局部真实性的一份现实记录而令人回想。
特别是曾有着同样经历的底层工友们，当他们读到作者以慈善会杂役、饭馆小工、图书馆杂务、旅馆仆役

的身份遭受屈辱时，不禁感触于心，共鸣于怀———张金寿就因有着一段相似的经历而对之“深深爱好

着”，并投出了自己赞成的一票①。
如果说《生之回归线》与《路》反映了底层小工的不幸生活，那么《蓉蓉》与《影》就反映了底层妇女

的不堪遭际。爱好虚荣的山村少女蓉蓉一心向往城市生活，但命运不济，与村里教师吴柏生约会时失

身，不久吴柏生因战乱学校停办而离开，蓉蓉的母亲也因生产得产褥病而死去，父亲又被占领寺庙的兵

开枪打死。无奈之下，蓉蓉抱着“自己的梦自己做”的想法乘坐恶绅赵连芳的车去城里找吴柏生，不料

却被赵卖到二百里外的一个妓馆。虽被大房产主黄魁赎出做妾，但又不满于年过半百的黄魁未能给她

带来生理的满足，又与绸店年轻的伙计小王私通，但王伙计很快因携款潜逃而被捕，她也因之受牵连入

狱。出狱后蓉蓉重入妓院，更名风仙。一天，因长期吸毒而身体衰败不堪的蓉蓉与吴柏生在妓院重逢，

在道明原委后，蓉蓉拒绝了柏生为其赎身重归旧好的想法，在遭受一位嫖客的粗暴蹂躏后死去。
这是一个纯真但又爱慕虚荣的农村少女不甘心生活的平庸，向自己命运挑战、抗争却最终毁灭的悲

剧故事，是千千万万个底层妇女不幸遭遇的又一次书写。作者以同情的笔调书写了身处偏僻山村、时逢

兵荒马乱之时一个无助女子的富贵梦的破灭之路，将“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

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揭示得生动而清晰。从蓉蓉自求、自沉、自毁、自灭的短暂人生中，我们看到了提

高妇女自身素质的迫切愿望，看到了时代的动荡给山村妇女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看到了中国广大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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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农村妇女解放道路的漫长与艰辛。
与《蓉蓉》异曲同工的是赵荫棠的《影》。小说写北京的大学教授费村因和妻子不和，遂去妓院散

心。期间，他认识了少妇李依兰，觉得她像萧太后便动了真情。虽然汪太太告诫他依兰有吸食海洛因的

嗜好，但费村仍抱着同情与能改造好依兰的愿望与她同居。六年间，费村想方设法都无法戒掉依兰吸食

毒品的恶习，依兰也在抽—戒—抽的反复中让费村彻底失望。最后，费村在赔了一笔钱并立下出棺费的

字据后，与依兰一刀两断。依兰重操旧业。四年后，依兰在风雪中倒下。表面看来，这是一部表现大学

教师狎妓吸毒的作品，实际上是一部揭示底层女子不幸命运的悲曲。小说借依兰不幸的一生表现了底

层妇女失去依靠后无奈无助的道路与悲酸痛苦的命运。这些身处底层的女人们都有着不幸的遭遇，有

着一样的归宿，令人心寒，令人悲愤。
反映现实生活与不幸人们的不幸遭遇的还有关永吉的《牛》。只可惜这部以牛象征不屈不挠、辛勤

劳作、默默奉献的农人，象征眷恋土地、热爱家乡、回馈自然的大地之子，象征与牛有着同样遭际的以高

五爷为代表的田主们的坎坷命运的长篇小说，由于对造成田五爷一家悲苦命运的“狼”———乡村恶霸的

揭示并不清晰，对其他人物的性格塑造也缺乏有力的刻画，对矛盾的产生与冲突的结果表现得过于简单

而仓促，命运转变也过于随意。虽然其中蕴含着苦涩与疲惫、辛酸与悲哀，但总体表现并不到位，使得故

事的情节失去了应有的张力。
( 四) 反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

这是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特例。沙里的《土》是这一冲突的典型作品。冯镇因铁路修

通后成为买卖粮食的中转站，刘永福看到商机，遂与范村长、杨老二合股开了“同合兴”车店。第一年，

车店生意很兴隆，于是，刘永福想扩大车店，不料铁路前移，60 里外的冯东站成为新的转运中心，冯镇的

兴旺昙花一现，刘永福的车店被迫倒闭。刘永福不甘心家业败落，也不听从他人的建议去冯东创业，决

心就在冯镇种地，依靠土地重置家业。不巧的是，一场大冰雹与随后的连绵阴雨及暴发的洪水使一年的

辛苦化为泡影。开春，刘永福再做一搏，不惜典当青苗，但终因劳力短缺，工钱大涨，高利贷盘剥，被迫再

次卖掉自己的土地( 包括坟地) ，还贷作罢。看着滚滚东流的西拉木伦河，他充满困惑: 这难道就是靠土

地吃饭的人们的命运吗?

这是一部表现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小说。现代文明的到来不可遏止地冲击着旧

有的思想观念，使那些长期恪守旧传统的老一辈农民尤其感到世事艰辛。土地所给予的一切让他们热

恋旧土并遵循老辈们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维持生存，对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新事物往往排拒有余而接

纳不足，这使他们渐渐被现代文明所遗弃，成为传统观念的悲者。刘永福们的悲剧即是如此。诚然，造

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并非单一的观念滞后，天灾同样是夺人精神的致命因素，特别是扼人咽喉的高利贷更

是扑杀农人最后希望的致命绞索。

三、结 语

由上可知，因征文而起的华北沦陷区的长篇小说创作，自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主义文化的

烙印。从获奖与出版的作品看，日伪统治者借“振兴”之名推行殖民文化的目的昭然若揭，“新进”作家

的长篇创作也因此具有了程度不一的殖民文化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反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的书

写，以及反映底层人们不幸生活遭遇的小说，虽然在局部上有一定的真实性; 那些反映底层妇女不堪遭

际的小说，作者也试图淡化殖民的因子，但作者的投机性与时代的言说环境使他们采取的与现实或疏离

或贴近的写作姿态都无法摆脱殖民文化的浸淫。也正因此，那些所谓的“新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

之后的岁月中大多沉入历史的深处。这是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

上世纪 30—40 年代特殊的一页。
【责任编辑: 李青果; 责任校对: 李青果，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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