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胡风生平考证二题

印本〕千野拓政 著

马蹄疾 译 陈曦钟 校订

译者前记
:

这里选译的有关胡风的两篇生平考证文章
,

涉及胡风 19 33年从日本被驱

理回国后的两大历史史实
。

第一篇原题为《有关胡风资料两种》包括 《关于胡风回国的时

间》和 《关于穆木天转向向题》两文
,

现先将《关于胡风回国的时间 》译出
,

本文内容
,

不仅

精确地考证胡风回国的时间间题
,

匡正了包括胡风本人在内的国内所有传记 年 表 的谬

误
,

而其价值远不只此
,

它对当时 日本留学生被日方驱逐 回国到上海的 日程
、

人数及前

后情况
,

作了全面的考察
,

这对现代中日关系史
、

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
,

也不无参考之

价值
。

胡风与《 时事类编》的关系
,

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胡风未得彻底平反前
,

一直被

视为胡风投靠国民党
,

甚至被诬为
“
内奸

”
的重大罪状

,

作者广征博引
,

认真考证所得出

的结论是
: 《时事类编》虽由国民党给予经济资助

,

但却是与国民党中央持对立态度的民

间文化教育机构
,

其主要人士如史量才
、

陈彬和
、

左权
、

胡愈之
、

沈兹九
、

张仲实等
,

在当时不是被国民党暗杀
,

就是秘密共产党员和 民主进步人士
,
胡风在《时事类编》任翻

译期间
,

接受了进步的文艺思想
,

对他形成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

起 了很大的 影 响 和作

用
,

这些考证
,

对进一步认识胡风有重大的价值
。

译文把原文后面的注解均插入正文
,

并作了适当删节和技术性处理
。

作者千野拓政先 生
,

是 日本茨城县流通经济大学专任讲

师
,

为考证胡风史迹
,

曾多次来中国考察
、

调查
,

今年九月来访时
,

赐赠大作抽印本三

种四篇
,

现先将上面二篇译出
。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同志帮助
,

北京

大学陈曦钟教授作了认真校订
,

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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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关于胡风 回国的时间

关于胡风被日本警察逮捕强制遣送 回国一事

的前后经过据现在所知的资料
,

概述如下
。

胡风在 日本留学时期
,

成为 日本共产党和普

罗科学研究所的成员的同时
,

还在留学生中间发

起组织
“

新兴文化研究会
” ,

创办发行这个会的机

关刊物《文化斗争》和者文化之光 》
,

抨击日本侵略

中国
,

宣传左翼思想
。

关于胡风在 日本的活动
,

在此以前
,

近藤龙哉氏作过详细的调查
,

写成了

《胡风研究札记 (一 )

— 关于他的理论形成期的

传记的考察》
,

载 197 8 年出版的 《东洋文学研究

所纪要》 第七十五册
。

但是现在中国方面的新资

料陆续发表
,

笔者在国内也见到了若干新资料
,

可 以更详细地追踪胡风的行迹
,

因此打算另文论

述
。

1 9 3 3年 3 月
,

胡风与二十四名中国留学生一

起被 日方以煽动
“
共产

、

反帝
、

反 日等主义和思

想
”
的罪名逮捕

,

经过几个月的拘留审查
,

他们被

强迫退学遣送回国
。

(有关逮捕的记述
,

见 昭 和

j 、年九月出版的《外事警察报》第 134 号杂讯栏的

《关于帝都中国留学生的反日左倾运动》和 1 938 年

高山书院出版的《赤色支那 》所载 《中国共产党在

日本的活动 》两种资料
。

《外事警察报》无版权页
,

但在封底印有
“

内务省
”

字样
,

大概是内务省警保

局编印的
。

《赤色支那》 的作者是大久保弘一
,

根

据同书的记载
,

他是
“

陆军省新闻班陆军中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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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风回国的情况
,

虽然已大致弄清
,

但

回国的时间一直有六月 (见《中国文学家辞典》第

三分册
,

胡风条
,

19 85年四川文艺 出版社出版
。

)

和七月两种说法
。

根据胡风本人的回忆录
,

是七

月上旬或七 月初
,

现在中国持这个说法的已 占多

数 (关于七月上旬的说法
,

见胡风破回忆参加左联

前后 (二 ) 》
,

载《新文学史料》 1 9 84 年第 3 期
;
关

于 七月初的说法见胡风《我的小传》
,

载《新 文 学

史料》 198 1年第 1 期 )
。

各种有关胡风的年表和传

记大都因袭此说
,

见于年表方面的有 张 晓 风 编

《胡风年表简编 》
、

载《新文学史 料》 19 86 年 第 4

期
,
张大明

、

王保生《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大事记》
,

载《 左联回忆录 》 (下 )
,

19 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版
,

见于传记方面的有鲍光前《胡风传略》
,

载

《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 1 9 85年 山西人民出版

社版
。

其根据都出自胡风的自述
,

胡 风 在《回忆

参加左联前后 (二 ) 》 (载《新文学史料》 1984 年第三

期 ) 中说
:

“
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旬

,

我被 日本帝国主

义者驱逐回国
。

… … 大约两三 日后
,

在大平

洋西餐馆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

发言人中有

周领
。

我因为避免公开露面
,

没有说话
。 ”

笔者在 《归国后的胡风
-

一关于左联时期胡风与
周扬的关系》 (载《东京都立大学人 文 学 报》第 98

号
,

1 9 88年 3 月出版 )一文开头说到
“
一九三三年

七月初
,

胡风踏上祖国的土地
”
这个说法

,

也是出

于胡风的自述
。

现在对照各种资料
,

证明这种通

行的说法
,

是与事实有矛盾的
。

胡风自己写的《秋 田雨雀印象记》 (载 1 9 33 年

8 月《文学 》第一卷第二期 )
,

文章的末尾明 明 写

着执笔的日期是
“
一九三三

、

六
、

三 O
、

病中
” 。

如果按照胡风自己所说他是七月上旬回国
,

那么

他的这篇文章应该在日本狱中所写 的了
。

从当时

胡风被拘留的情况来考虑
,

是有抵 悟 的
。

(从他

所描写秋田的文章内容来考虑
,

也是如此的 ) 另

外从 日本方面发现的资料《外事警察报》第 13 4 号

是这样记载的
:

“
· ·

… 根据六月七 日内务省训第 1 50 5 号

内务大臣宣布将漆宪章以下二十二名留日学

生遣返中国的命令
,

其中十七人于六月十二

日分两次由东京站启程
,

于十三 日由神户乘

长崎丸起航出发
,

其他五人于同月十四 日午

后七时三十分由东京站启程
,

于同月15 日由

神户乘箱根丸返回上海
。 ”

在内务省这份命令中
,

所列被遣送者的名单里
,

有张光人 (即胡风 ) 的名字
。

这样看来
,

胡风的七月份回国的说法
,

只有

他本人这样说
,

是缺乏其他根据的
。

为了确定胡

风 回国的时间
,

还需要有另外的 客 观 材 料
,

因

此
,

笔者从
“
开记者招待会

”
这一线索着眼

,

调查

了当时的报纸 中的有关记载
,

发现在上海发行的

中国报纸 《申报》 1 93 3 年 6 月 16 日第 12 版
“
本市

新闻
”
栏内

,

有这件事的记载说
:

留 日学生被迫归国 (标题 )

一行十七人昨日抵沪

拟 日内招待中外记者

报告在日被迫之详情

中央社 云
:

我国留 日学生习明伦
、

漆宪

章
、

汪承淇
、

张光仁
、

徐文寿等十七人
,

于

昨日下午五时三十分
,

被迫乘坐 日船长崎丸

轮抵沪
,

下轮后
,

即各自寻觅离所投宿
,

兹

将其被迫经过及抵沪情形等分志如次

日探严密搜查

长崎丸靠泊汇山码头时
,

即有大批旧探

登轮
,

搜查返国之留 日学生
,

手 段 异 常严

厉
,

比学生下轮搬移行李时
,

日探仍在旁监

视
,

一 若汇 山码头不在华土而在东京者
,

故

当记者向返国学生探询时
,

均碍于种种
,

始

终未吐只字
,

即返国学生名 单
,

亦 未 曾详

悉
,

足见 当时情形矣
。

(被逐归国留 日 学 生

照片 (徐天章摄 ) 了略 )

被迫经过情形

旋据返国学生某君乘间语中央记者
,

同

人等十七人
,

于十三 日夜分两批登长崎丸
,

离

日返国
,

抵沪后
,

回忆在日被迫情形
,

实令

人悲愤交集
,

旅 日 留学生在九一八事件前
,

共有八千余人
,

旋即陆续返国
,

故现在留 日

者仅千名左右
,

本人等虽身在异域
,

迫于帝

国主义淫威之 下
,

但一念及 日军进攻祖 国
,

惨杀同胞
,

炮毁都市
,

未敢一刻忘怀
,

鉴于

国内难民遍野
,

故有难民救济会之组织
,

期

集款项
,

汇归祖国
,

稍尽国民之天职
,

不意

致遭日方 当局嫉妒
,

即于三月十五 日起
,

密

派警探
,

分向寓所
,

拘捕我 等
,

据 本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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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

先后被捕者 当在四十人以上
,

但因分居

各地
,

无从查询
,

本人等波捕后
,

即被拘子

警署
,

倍受毒打
,

颇有因伤重而死者
,

且 悉

有一 留学生
,

胸骨被打断
,

已送 入 司法 机
·

关
。

本人等释出后
,

即赴我国使馆求援
,

迭

经交涉
,

一无结果
,

只得舍憾返国
,

尚有学

生三 十余人
,

将乘下班轮返国云
。

昨先到十七人

新声社 云
:

此次被逐 回国学生
,

原有二

十二人
,

尚有五人留神户
,

须待令日由神户

乘箱根丸续至
,

计明日亦有抵沪
,

昨日共到

十七人
,

计
:

徐文寿 ( 工人 )

苗景清 (高师)

关中哲 (工人)

宋明屏 (明治 )

黄钟铭 (明治 )

金礼先 (不明)

胡祖承 (不明 ) 又

周 颖 (早大) (译注
:

即聂姗弩夫人)

轰衣葛 (研究)( 译注
。
即景纷弩)

汪承淇 (医专)

汪景炎 (明治 )

张季长 (高师)

张光仁 (庆应 ) (译注
:

即胡风 )等
。

系十

兰 日自神户启行
,

因途中遇雾
,

故迟至昨 日

午后五时十分始到埠
。

将向报界报告

返国学生等
,

昨因抵沪匆匆
,

未及将被

追情形详述
,

恐有劳中外人士之悬念
,

拟于

日内
,

招待中外记者
,

详为报告一切云
。

并且与此相呼应
,

在同一报纸 二 十 一 日 的

“
本市新闻

”

栏中
,

报道了
“
第二批遣返留 日学生

” ,

“
吴涵等六人

” “ 已于 昨日到达上海
”
的消息

,

上面

引文中提到的张光仁当就是张光人 (即胡风 )
,
所

以这些记载的内容
,

与前所述 《外事警察报》的记

载是一致的
,

由此可以考定
,

胡风回国的日期
「

不是七月初
,

而是六月十五 日
。

然而
,

其回国后

的各种行动
,

和胡风的自述是基本相同的
,

这里

在同月二十 日的《申报》第九版
“

本市新闻
”

栏有关

记者招待会的一则报道
:

留日遣返学生

昨日招待新闻界人士

详述在 日本被迫害虐待之全貌

被 日本政府强行遣返之留日学生
,

组成

抗 日华侨归国团
,

于昨 日午后共时
,

在四马

路中央西菜馆招待新闻记者和各团体代表
,

报告被遣返经过
。

出
.

席会议的有三十多人
,

先由主席周颖女士致词
。

继由漆宪章作被遣

返经过的报告
, … … (中央社报道 )

根据这则报道
,

记者招待会是十 九 日召 开

的
,

这个记载与胡风自述中的回忆情况基本上一

致
,

但会场既不是在
“
太平洋西餐馆

” ,

也不是在
“

广东同乡会
” (此说见周健强著《聂组弩传》

,
1 9 87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

)而是在四马路 (福州路 )

的
“

中央西菜馆
” 。

根据以上的资料
,

胡风回国前后的动向己经

很清楚了
,

如果将它编成日程表的话
,

大概是这

样
:

六月七 日
,

日本内务省发布训 第 1 50 5 号 文

件
,

命令胡风等二十二名留学生遣返 回国
。

同月十二 日:

胡风等十七人由东京乘火车出

发往神户
。

同月十三 日
:

十七名乘长崎丸从神户启航
,

踏上归国之途
。

同月十四 日
:

剩余的五名由东京乘火车出发

往神户
。

同月十五 日:

胡风等十七人到达上海
。

同月十九日
:

在福州路中央西菜馆举行记者

招待会
。

同月二十月
:

剩余五名 (在 《申报 》 上还包含

一位叫袁周的女学生 ) 到达上海
。

同 日三十 日
:

胡风的 《秋田雨雀印象记》 脱

稿
。

(第二批从神户出发的留日学生
,

根据成外事

警察报 》是 6 月 15 日启航的
,

而到达上海的日期

却是 6 月 20 日
,

这是个问题
,

只好待 日后进一步

调查研究了
。

)

自此以后
,

胡风于 7 月中旬决定在中山文化

教育馆任职
,

8 月担任左联宣传部长
,

正式开始

了他在本国的活动
。

〔原载日本法政大学教养部《纪要》第

七十号 ( 1 98 9 年 2 月 )人文科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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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胡风与《时事类编》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 日回国以后的胡风
,

一

边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 《时事类编》发表

翻译作品
,

同时又入左联领导机构担任宣传部长

和行政书记等职
,

这期间他发表的文章不多
,

毫

无疑问因为他的精力主要投入了《时事类编》和左

联的事务
。

一年以后的一九三四年十月末 (或十

一月初 ) 因为谣传胡风与国民党有关系
,

所以退

出了左联领导机构
。

同时他也辞去了《时事类编》

的职务
。

这个谣传不但左右了当时胡风的命运
,

而且成了解放后直至文革后给他恢复名誉之前批

判胡风的一大罪状
。

给他带来悲剧的谣传的根据
,

仅仅是因为胡

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工作一事
。

从今

天的眼光来看
,

能否把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一

事和与国民党有关系一事直接等同起来
,

这已经

很清楚了
。

但是胡风在这里工作造成了他一生的

悲剧
,

而在这里的工作不正是他在祖国活动的开

始
,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
,

那末
,

中山文化

教育馆是什么样的组织 ? 《时事类编》是什么样的

杂志? 胡风在那里做了些什么工作? 这些事情对

胡风究竟意味着什么 ? 弄清这些问题无论对胡风

的生平研究
,

还是对他的文艺思想的发展的考察
,

都是有必要的
,

现据笔者的调查所得
,

对中山文

化教育馆及其《时事类编》和胡风在那里的活动
,

作一介绍
。

(一 ) 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活动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 一个以
“
探究中山先 生 的

主义和学说
,

为三 民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建立基础
,

培育民族的生命精神
,

及在文化上永远纪念中山

先生
” (中山文化教育馆章程第二章总则第二条

,

见 19 34年出版《第一次教育年鉴》 )为宗旨而 创 办

的文化教育机构
。

它成立的经过
,

当时的馆长孙

科 (孙文的长子 )是这样回忆的
:

“ … … 民国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年 ) 的冬

天
,

我去上海旅行
,

当时和党的中上层的同

志来住比较频繁
,

其间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加

强国家的墓础
,

这不仅是实际的军事的政治

力量方面
,

在文化方面也很有必要加强基础
。

原来中国的文化源流很长久
,

有四五千年的

历史
,

到了总理 (孙文— 引用者) 的三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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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才集大成
。

从当前的形势看
,

我党的文化

基础还很薄弱
,

马克思主义盛传一时
,

社会

科学的书刊大多数受其影响
。

因而有识之士

试图复兴三 民主义文化
,

一致认为有必要加

以发扬光大
,

于是提出了设立中山文化散育

馆组织的议案
。

(孙科《八十述略》 台湾《传记

文学》 23卷 5 期 1 97 3年11 月传记文学出版社 )

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这个成立宗旨
,

是 193 1年

n 月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的 《党义教育实施方法

改进案》的延续
,

因此这个机构是由蒋介石等国民

党要人联名发起的
,

财政的基础也是由国民党中

央每月拨款五万元
,

还有上海市政府每年拨款五

万元作资助
。

(见《 申报》 19 33 年 3 月 12 日
“

教育消

息
”
栏 )这样看来国民党对其活动是支持的

,

但是

中山文化教育馆并不是国民党党内的组织
。

孙科

接着阐述说
:

本来总理的建国的方针并不是只对我党

的指导
,

是全国人民的公共财产
,

按照常理
,

由政府或国民党出面来筹办这样一个组织并

没有什么不妥
,

但从 当时国内的具体情况看
,

文化事业十之八丸掌握在党外文 化人 士 手

中
,

一般的学生教员都错误地认为三 民主义

是国民党的经典
,

在这样的情势下
,

如果真

由党和政府插手筹办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话
,

可能会招来更多的误解和麻烦
,

因此大家的

意见
,

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起
,

亮出民间学

术组织的旗帜
,

这样就于翌年一月召开了发

起人会议
。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有意识地与 国民党分开的

这样一个民间的文化教育机关
,

从其成员看都是

与国民党中央取对立立场而与孙科亲近的一些人

物
,

以及党外的民主人士
,

他们这些人占很重要

的位置
。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

于 1 933年 3 月 12 日

在首都南京的陵园召开了成立大会
,

中山文化教

育馆的活动也就开始了
。

原来计划准备以南京为

中心在各地建立分馆
,

但实际上在南京本部建成

以前
,

已经在上海法租界福熙路八 O 三号开始业

务了
。

胡风在这个馆任职就是这个期间
。

这个馆

迁移到南京的时间
,

是 19 35年 2月 20 日 (见《 申报》

1 93 5年 3 月 1日 “

教育消息
”
栏 )

。

建馆 ( 1 93 3
、

3
、

12 )的同时选 出了以孙科为理事长的八名常 务 理

事
:



蔡元培 戴传贤 吴铁城 叶恭绰

史量才 郑洪年 孔样熙 黎照寰

和二十九名理事 (见《申报》 1 9 3 3年 3月 1 3日“
教育

消息
”

栏 )
,

以指导该馆的活动
。

常务理事召开了

几次会议以后
,

决定了各业务部门的分工
`

秘书主任
:

叶恭绰

财务理事
:

叶恭绰 黎照寰

、 事务部主任
:
李大超

,

副主任
:

李庚

研究部主任
:

黎照寰
,

副主任
:

刘大钧

出版部主任
:

史量才
,

副主任
:

陈彬和

(见《申报》 193 3年 3 月 13日
“
教育消息

”
栏 )馆的职

员包括理事总共有五十八名
,

其他还有若干从外

面招聘来的研究员
,

调查专员及各业务人员
。

其

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

(1 ) 学术研究 (孙中山思想研究以及有关中

国和现代各种重要问题的共同研究 )

( 2) 实地调查 (往各地派遣调查小组
,

调查

农村的社会经济
、

教育状况 )

( 3) 颁发学术奖金
。

(4 ) 颁发奖学金 (面向学生 )

(5 ) 举办学术讲座 (面向一般市民 )

(6 ) 出版发行图书杂志
。

(7 ) 设立研究所
,

图书馆
,

.

博物馆
。

级上各项业务
,

在 1 933年 6 月 25 日的常务理事会

上通过了计划和预算
,

并开展了工作
。

这些工作

从迁馆到南京
,

到抗日战争开始
,

转到武汉直到

重庆郊外北猪至 19 42年都还继续进行
。

`

当时担任 《时事类编》编辑任务的是 出版部
,

这个部门的具体工作是发行了下面各种杂志
:

l( ) 《 时事类编》
,

先旬刊后改半月刊
。

发行

至五卷十五期 (一卷出十 四期
,

二卷出二十八期
,

三
、

四卷出二十二期
,

193 3年 8 月至 19 37 年 8 月 )

在上海创刊
。

至 1 9 3 5 年 2 月与中山文化教 育 馆

一起迁移到南京
。

抗战爆发后改名 《时事类编特

刊》 (月刊 )
,

共发行七十期 ( 193 7年 9 月一 1洲 2年

l 月 )
。

发行地自 1937 年 12 月 (六期 ) 起转到汉

口
,

1 938年 3 月 〔十八期 )起迁到重庆
。

内容主要

锌述外国杂志中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时事评论
。

(2 )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

发行至四卷三

期 ( 19 34 年 8 月一 1 93 7 年 4 月 )
,

在上海创刊
,

1 93 5年后迁到南京
。

从政治经挤到文学艺术
, :

各

方面内容都有的大型杂志
,

每期发表论文约有二

十多篇
。

(3 ) 《期刊索引》 ,

月刊
,

发行至八卷四期 (每

卷出六期
。

1 93 3年 11月一 193 7年 8 月 )
,

在上海创

刊
。

193 5年2月迁南京
。

是各种定期期刊的索引
。

( 4 ) 《 日报索引月刊》
,

发行至 七 卷 三 期

( 1 934年 5 月一 193 7年 8 月)
。

是各种报纸的索引
。

(5 ) 《天下 》
,

月刊
,

英文杂志
,

未详
。

其它杂志在抗日战争开始相继停 刊
,

而 《时

事类编》一直延续到 19 42年
,

从这里可 以看出
,

这

个杂志在出版部占有重要的位置
。

与这相适应的

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除胡风外
,

还有《申报
·

妇女

园地》主编沈兹九
,

业 已成名的胡愈之
,

和文学新

人杂文家徐悬庸等
。

负责《时事类编》编辑工作的这个出版部的内

部是个什么情形 ? 在出版部属下的《时事类编》又

如何经营 ?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出版部的状况
。

(二 ) 出版部的人事

刚才 已经介绍 出版部
,

是在主任史量才
,

副

主任陈彬和领导下工作的
。

而实际上是谁掌握出

版部活动
,

并和上层如何进行联系
,

关于这个内

情
,

1 934年中途进入《时事类编》的翻译
,

后来引

起胡风辞职的种种谣言散布者韩侍拓曾有如下一

段值得注意的回忆
:

“

中山文化教育馆本来是孙科派王 昆仑

去经营管理的
,

王 昆仑又委托陈彬和搭了一

个斑子
,

沈兹九
,

胡风都在这个班子里头
。 ”

从他的回忆里
,

可以看出陈彬和在出版部起了很

大作用的
。

他搭的这个班子
,

从 《时事类编》 的

译者胡风
、

沈兹九等
“
都在这个班子里头

”
来看

,

显然就是出版部
。

关于陈彬和
,

胡风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

这时
,

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刚

刚成立
,

陈彬和任出版部主任
,

出版 《时事

类编》 半月刊
,

译载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时

论 (陈当时也是
“

民权保障大同盟
”

的活动人

物
,

又是红色记者 )
。

韩起 (胡风回国后寄位

的友人— 引用者 )的朋友杨幸之 (湖南人 )

在那里当秘书
,

陈的文章儿乎都是他写的
。

杨幸之通过韩起拉我到中山文化 教 育馆为

《时事类编》翻译文章
。

陈彬和实际上是出版部副生任
,

但由于陈彬和一

直实际掌握出版部的工作
,

所以别人看来还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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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主 任
,

造成别人的误解
。

刚才引录的韩侍彬

的一段回忆
,

提供了与上层有联系这件有趣的情
1

况即
:

孙科派王 昆仑去中山文化教育馆指导工作
,

王昆仑又通过陈彬和掌握出版部
。

从当时的情况来考虑
,

孙科自己的确没有精

力来领导中山文化教育馆
,

这也是事实
。

19 31年

n 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 (这个大会上孙 科

的广东派与南京派的国民政府达成妥协 ) 出任行

政院长
,

但是不久由于蒋介石派从中作梗
,

孙科

就任后一个月就不得不下野
,

后来孙科再度和蒋

介石 和解
,

于 19 32年 12月任立法院院长
,

这一时

期孙科最大的任务是负责起草宪法
,

因此远离首

都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
,

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

指导了
。

另一方面王昆仑是孙科任立法院院长时

1 93 5年的立法院委员
,

抗日战争开始后
,

王昆仑

在重庆又是孙科任会长的
“
中苏文化协会

”
中掌握

实权的人物
,

可见他和孙科关系密切
。

据《中国政

党辞典 》 (宋春等编
,

19 88年 1 月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 )
、

《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人物事典 (一 ) 》

(郑福林编著
,

198 8年 5 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两书说
,

王昆仑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总干事 (两

书中还介绍王 昆仑在 193 3年已是共产党员)
。

但王

昆仑在那里的任职 日期并不明确
,

而且根据笔者

的调查
,

馆成立当初的组织设施中并没有总干事

这职称
。

根据上面的人事关系
,

回忆和资料记载

等
,

毫无疑问王昆仑是孙科的心腹
。

他在孙科和

中山文化教育馆之间确实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

但

是
,

当时王昆仑是否具体抓了该馆尤其是出版部

的实际性工作
,

还是有疑问的
。

当时 出版部主任

史量才
,

众所周知是申报社社长
。

另外据 《昭和

八年版外国新闻 (上卷 ) 》 ( 19 33年外务省情报部编

印 )记载
,

当时陈彬和是史量才信任的申报 馆 副

总主笔
,

而且实际上代替总主笔主管着业务
。

陈

彬和的秘书即介绍胡风到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

扬幸之
,

也是《申报年鉴》的编辑
,

1 9 33年 1月《申

报
·

自由谈》在主编黎烈文因妻子病逝请假 的 两

周中
,

是由他代替编辑的
,

又据胡风《 自传 》
,

《时

事类编》 创刊当初的主编罗又玄是申报馆的副主

笔兼经济部长
。

由此可见
,

中山文化教育馆创立

当初
,

出版部的工作实际上由申报馆来承担
。

这

样一个事实说明
,

至少在出版部史量才的影响比

主昆仑大得多
,

史量才发动申报馆的人参加工作
,

出版部的实务工作
,

都由史量才信任的陈彬和来

做
。

但是出版部的工作并非始终是由申报馆来经

营的
,

据韩侍拓回忆说
:

后来王 昆仑不大受孙科的信任了
,

改为

由钟天心和左恭担任
,

钟只是挂个名
,

实际

上由左负责
,

左上任 以后就创刊了 《中山文

化教育馆季刊》
。

(《 回忆》 )

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的韩侍彬
,

是由于左恭的约请

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的
。

关于左恭等接任 出版

部工作的情况
,

胡风在《自传》中有类似的叙述
:

孙科已派钟天心来接替陈彬和的出版部

主任
,

同来的有左恭 (后来冯雪峰告诉我他

是隐蔽的共产党员 )和韩侍析
。

从《 中山文化教
.

育馆季刊》的创刊时间 ( 1 93 4年 8

月 1 5日 ) 来看
,

他们进来的时间也就在同年的 七

八月份
。

其后好象陈彬和还在中山文 化 教 育 馆

里
,

但他和申报馆对出版部的影响似乎降低了
。

同年十一月史量才的被暗杀无疑对这一趋势 的发

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

这一事件的出现
,

使申报馆

自身处于危机之 中
,

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出版部的

事情了
。

据陈彬和学生时代的朋友胡山源 回忆
,

陈彬和在这事件后就离开了申报馆
。

(见胡 山 源

《我所知道的陈彬和 》载《人物》 19 85年第 5 期 )

但是
,

需要注意的是
,

左恭到任后
,

申报馆

的影响虽然削弱了
,

但各杂志的编辑力量没有恶

化下去
,

例如 《时事类编》 杂志
,

在 一 度 休 刊

( 1 93 4年 8 月 )后
,

同年 9 月 25日发行的一期 ( 2

卷 22 期 )
,

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
,

开始了胡愈之

的连载
,

关于文艺作品的介绍也增多了
,

这样毫

无疑问比 以前要精采祀多
,

徐愚庸为 这 杂 志 撰

稿
,

也正在这个时期
。

然而
,

申报馆掌握出版部这一事实
,

不能不

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

当时作为社长的史量才广泛

地从事各种文化事业
,

他积极支持民权保障同盟

的工作
,

是财界中有名的自由主义人士
。

正是由

于是他主持工作
,

又加上友人的介绍
,

所以胡风

对 《时事类编》 任职的事没有推辞
。

而且
,

如上

所说
,

当时这个组织虽然有国民党的资助
,

但它

是和 国民党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化教育团体
。

况且

胡风在出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事
,

曾向当时

左联的领导作了报告
:

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种情况
,

茅盾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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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行政书记
、

组织部长— 引用者 )他

们都主张我去
。

如果真是这样
,

那 么由于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

任职而被谣传为与国民党有关系
,

因此不得不辞

去在左联的领导职务
,

这从胡风来看
,

实在是毫

无道理的
。

胡风于 193 4年 11 月辞去中山文化 教 育 馆 职

务
,

19 35年 2 月该馆迁移到南京
,

其成员大多被

更换了
,

与胡风关系 比较密
一

切的沈兹九
、

张仲实

等人也同时离开了这个馆
,

胡愈 之也和这个馆断

绝了关系
,

同时申报馆对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部

的影响也彻底断绝了
。

三
、

《时事类编》与胡风

《时事类编 》这份杂志的具体内容怎样
,

胡风

在这里干了些什么 ? 这对胡风有什 么影响 ? 前面

已经部分涉及这些间题
,

下面所说
,

则包括胡风

任职期间的一些变化在内
。

《 时事类编 》是 19 33年 8 月 10 日创刊的
,

开始

为旬刊
,

胡风在创刊号上发表 了他两篇译作
,

至

迟他是 7 月中开始在这里任职
,

包括出版部在内

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各种工作计划得到确认
,

预算

批下来的时候
,

是 6 月 25 日
,

可以说胡风从这个

杂志开始准备创刊时参加工作了
。

这个杂志的
“
编辑者

”
只标出

“

中山文化教育

馆
” 。

据胡风所说
,

编辑主任是 罗又玄
。

每 期 大

约有 6 0页
,

发表论文十几篇
。

其内容
“
一

,

从各

国著名杂志选译各种有关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

方面重要文章
,
二

,

搜集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各

种统计数字 , 三
,

介绍外 国人士对我国政治
、

经

挤
、

文化教育和社会间题的观察和批 评
。

伙见 各

期《编辑凡例》 ) 翻译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英
、

法
、

德
、

俄
、

日各国的杂志
,

各种语言都有几名固定

的翻译者
,

胡风是其中之一
。

其主要翻译人员名

单如下
:

英语
:

陈报生
、

陈问路
、

马润岸
、

严鸿瑶

王显廷
、

徐卓英
、

韩侍析
。

法语
:

李万居
、

陈逸凡
。

德语
:

潘惠田
。

俄语
:
张仲实

、

吴清友
、

樊 英
。

日语
:
胡 风

、

力 生
、

沈兹九
。

其中李万居
、

马润库
、

潘惠 田直到馆迁南京后
,

仍为编辑
,

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是钟天心
。

(见《时

事类编》 3 卷10 期 )他们的翻译
, 、

从胡风的译文来

看
,

大概是全译
,

至少胡风的译文是这样
,

胡风

的翻译大多是夕政治经济有关的时事论文 (参见

文末所附目录 )
。

所翻译的文章并非全都由 自 己

选的
,

但是胡风所译的作品
,

有不少是为当时的

世界危机敲警钟的
,

胡风还翻译了一些他留学 日

本时有过关系的普罗科学研究所发行的 《普罗科

学》
、

《读书》
、

《文化集团》和《唯物论研究》 等左

翼杂志上的文章
。

这些论文大概都是胡风自己选

的
。

从所选的这些文章看
,

尽管当时胡风的读书

倾向尚未确定
,

但仍可由此窥见他的思想正向何

处发展
。

他翻译的论文篇幅都是比较长的
,

数量

不多
,

而且都是在原杂志发表后夕反短时 间内就翻
译过来

,

从中可以看到胡风惊人的精力和勤奋
。

也可以看出当时胡风读书速度之快和吸收能力之

强
。

当时胡风的译文
,

都是逐字逐句的直译体
,

他后来所写的文艺批评的那种独特的风格
,

在这

时翻译文中已经显露 出来
。

例如他把 日本 的 用

语
,

直接引入自己的文章
,

以及像日语一样
,

多

用
“
的

”
字

。

而且胡风独特地把
“
的

”
和

“

底
”
的用法

区分开来
,

这从他翻译的中野正刚的论文中可以

看得很清楚
。

日语中用
“ 、 O

”
的场合用

“
底

” ,

其

他的场合用
“
的

” 以示 区别
。

胡风独特的文体
,

无

疑是在翻译中养成的
。

前面所说的《时事类编》的编辑体制
,

持续到

19 34年夏天
,

8 月 15 日发行的第 2 卷 21 期上发表

了一则
“
本刊启事

” ,

其中说
: “
本刊

· · · · ·

一周年纪

念特大号发行以后
,

准备休刊一个月
,

至 9 月 10

日继续出版
,

计划对本刊的内容作改革和充实
。 ”

对杂志社作了大幅度的改组
。

这是左恭等刚到出

版部时的事
。

他创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
,

并亲自编辑
,

从这事来分析
,

这杂志的改革和人

事的变动无疑是有很大的关 系的
。

果真在 9 月 25日发行的 22 期《时事类编》面貌

一新
,

每期扩大到一百页
,

论文也增加到十五篇

左右
,

而且开辟了
“
世界论坛

” “

学术论著
” “
时事

漫画
” “
人物评传

” “
文艺

”
等栏目

,

不仅在政 治 经

济方面
,

文化方面也增强了
,

内容比过去丰富多

采得多
。

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胡愈之的一月一次

的解释世界形势的
“ x 月的世界政治

”
栏目

。

这件

事在本期的 《编后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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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胡愈之先生长期担任这个专栏的撰稿气而实际

上这个专栏
,

自馆迁移到南京后
,

只连载了三期

就中断 )
。

胡愈之参加《时事类编》的执笔一事
,

具有深

远影响
。

众所周知
,

他通过邹韬奋同生活书店有

很深的关系
,

胡风的友人张仲实于 19 托年 2 月辞

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职务后
,

就是由胡愈之的介

绍到生活书店任编辑的
,

19 36 年胡风的最早一本

评论集《文学与生活》是由张仲实编辑并在生活书

店出版的 (后来作为胡愈之夫人的沈兹九也从中

山文化教育馆辞职后
,

到生活书店任《妇女生活》

的主编
。

这虽然不知是否与胡愈之有关
,

但是他

们二人的初次见面可能就在中山文化教育馆 )
。

胡风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职务以后
,

专心于

写作
,

他的登上文坛与许多人物有关
,

其中特别

不能忘记的有鲁迅与黄源
。

但是如张仲实那样的

《时事类编 》一圈人
,

对此也起了作用
。

假设胡愈

之没有加入《时事类编》这项工作
,

张仲实与胡愈

之也没有什么关系
,

对胡风也不大了解的话
,

情

况那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吧
。

从胡风文艺理论的发展来考虑
,

胡风与张仲

实也有一段不解的因缘的
。

张仲实的《 时事类编》

2 卷红一 22 两期上
,

连续发表了苏联文学顾间会

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
,

在 3 卷 4 期上发表

了法捷耶夫的《 我的创作经验》的翻译
,

后来出了

单行本
,

胡风写了《形象的思考》这篇书评
,

给予

介绍
。

张仲实翻译的文章
,

提倡社会主 义现实主

义
,

文中对充满
“

政治的杂音
”
那种标语 口号式的

作品
, “
以议论来代替表现

”
的那种哲理小说进行

了批判
。

他认为
: “
文艺作品应该以感 情 为基 础

的
,

不仅仅是建立在理智上的
, 。

对于这 一 点
,

胡风概括为
:

在创作的过程中
,

作者的思想
、

观

念和所要表现的对象之间存在化学融合作用的影

响
,

作者思想和观念要不断接受所要表现的对象

给 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不断的修正
,

不断的改变
,

从而加深对所要表现的对象的认识
,

这样所要表

现的对象
,

才是活生生的形象
,

这样的思考 ( =

形象的思考 )才是艺术家的本领
。

在这一阶段
,

胡风对这一概念还只是作为一

个作家应该具备的能力来把握的
,

但这对胡风来

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
,

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

念
,

即
“
形象的思维

” 。

胡风当然注意到张仲实在

《时事类编》发表的翻译
,

在这个意义上
,

可说胡

风的一部分文艺理 论在《时事类编》任职时期
,

就

初步形成了
。

以上事实证明
,

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胡风的某

些方面是在《时事类编》的活动中
,

以及在和杂志

同人的交往中形成的
。

我们所看到的峪时事类编》

时期的胡风处在摇篮期的左翼文学青年这样一个

形象
。

他本人在独 自前进中遇到了 巨大的考验
。

对当时贫苦的生 活
,

胡风这样写道
:

“

我就当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 文 翻

译
,

给每期《时事类编》译一至二篇文幸
。

我

提出只上半天班
,

他们 (指陈彬和— 引用

者 ) 也答应了
。

但我的工资是翻译人员中最

少
,

只一百元
。 ”

实际上刚从 日本归来的无名青年 (当时 他 才 31

岁 )
,

这样的条件并不算很坏
,
因为他当时 生 活

还没有着落
,

每天只上半天班
,

对懂得日语而且

又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来说
,

对自己的能力和理想

来说至少是一个满足
。

胡风上面这段话
,

应该说

对自身的能力抱有太大的自负了
,

而事实上
,

胡

风的精力确惊人
,

当时他既要搞翻译
,

又担任左

联宣传部长
,

行政书记
。

这一年 ( 1 93 3年 ) 12 月胡风和梅志结婚
,

婚后

一个月夫人就怀孕 了
,

本来是应该庆贺的事
,

但

他在《自传》中却是这样说的
:

“

我怕生活上拖不起 (不仅是经济上
,

还

有时间和精力上 )
,

影响到我们的 工 作
,

就

让她去打胎
。 ”

但最初用的药失败 了
,

后来由鲁迅介绍到一个 日

本人开的医院去动手术
,

也没有成功
,

叫休息一

天再去
,

胡风看到动手术的情况觉得太残酷了
,

只好不去
。

这种情况当然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幸福

可言
。

左联的工作
,

新婚的家庭
,

为此而去 《时事

类编》 工作
,

妻子的怀孕与打胎
,

可 以想见胡风

这时的处境是多 么艰难
。

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

下
,

胡风使他自己逐步成长为一个文艺批评家
。

这样看来
,

给予他保护和信赖的鲁迅
,

对他

来说该是多么重要的人
。

然则
,

对于冷漠地默认

对他来说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

并迫使他辞去左联

领导职务的周扬等人
,

胡风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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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

附
: 《时事类编》所载胡风翻译摘目

世界经济会议 呢 ?
“

不
”
经济会议呢 ?

署名
:

果
。

作者
:

林要
。

载 1 卷 1 期 ( 1 933

年 8月 1 0日 )

明年度的日本豫算—
增税与赤字公债—

署名
:

果
。

作 者
:

桩原 正 志
。

载 1 卷 1 期

( 1 9 33年 8月 1 0日 )

现世界的日英经济战 又

署名
:

果
。

作者
:

高木友三郎
。

载 1 卷 2期

( 1 93 3年 8月 1 2日 )

苏维埃联邦远东政策底转变

署名
:

果
。

作 者
:

冈 田 宗 司
。

载 1 卷 2期

( 1 93 3年 8月 21 日 )

从贸易上看到的日美关 系

署名
:

果
。

作 者
:

松 冈 正 男
。

载 1 卷 3期

( 1 933年 9月 1 日 )

苏维埃联邦远东政策底转变 (续 )

署名
:

果
。

作者
:

冈田宗司
。

载 1 卷 3期 ( 1 9 33

年 9月 1 日 )

国际石油战线的展望

署名
:

果
。

作者
:

水饲幸之助
。

载 1 卷 4 期

( 1 9 33年 9月1 1 日 )

国际石油战线的展望 (续 )

署名
:
果

。

作者
:

水饲幸之助
。

载 1 卷 5期

( 1 9 33年 9月 1 2日 )

日英经济战的尖锐化 夸耀于世界产业界的 日本

纺纱业的威力

署名
:

果
。

作者
:

深泽甲子男
。

载 1 卷 6期

( 1 93 3年 1 0月 1 日 )

美国陆军的现状

署名
:

果
。

作 者
:

佐 藤 贤 了
。

载 1 卷 6期

( 1 9 33年 1 0月 1 日 )

广 田外长就任的原委

署名
:

果
。

作 者
:

野 村 秀 雄
。

载 1 卷 7 期

( 1 9 33年 1 0月 1 1 日 )

从国防上所看到的 日本海交通

署名
:

果
。

作 者
:

关 根 郡 平
。

载 1 卷 8期

( 1 93 3年 1 0月 21 日 )

对于 日本国策协定的检讨

署名
:

果
。

作者
:

中野 正 刚
。

载 1 卷 1 0期

( 1 933年 11 月 1 1 日 )

苏联领袖对于苏联国防的意见

署名
,
果

。

作者
:

奈西 (音译 )
。

载 1 卷 11 期

( 193 3年 1 1 月 2 1 日 )

一九三六年的战略论— 以和苏联的关连为主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平田晋策
。

载 1 卷 12 期

( 1 93 3年 12月 1 日 )

五长会议底结束与政局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奈西 (音译 )
。

载 1卷 13

期 ( 1 9 33年 1 2 月 11 日 )

日满贸易的现状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奈西 (音译 )
。

载 1 卷 13

期 ( 19 33年 12 月 11 日 )

日本金融资本底特殊性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佐多忠隆
。

载 1 卷 14 期

( 19 3 3年 1 2 月 21 日 )

和平的准备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横田喜三郎
。

载 2 卷 1

期 ( 193 4年 1 月 l 日 )

日本主义哲学的批判— 纪平正义哲学底真相
`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广獭进一郎
。

载 2 卷 1

期 ( 19 34年 1 月 1 日 )

日本一九三 四年度的豫算批判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阿部贤一
。

载 2 卷 2 射

( 1 9 34年 1 月 2 1日 )

国防的基础概念与 1 936 年的海上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伊藤正德
。

载 2 卷 3 期

( 1 934年 2 月 1 日 )

从 日印会议里面所看到的日本资本主义底特殊性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林要
。

载 2 卷 4 期 ( 19 3 4

年 2 月 1 1日 )

罗斯福底非常时对策

署名
:

张 果
。

作 者
:
阿 部 勇

。

载 2 卷 5 期

( 1 9 34年 2 月 2 1日)

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永田广志

。

载 2 卷 6 规

( 193 4年 3 月 1 日 )

世界军需工业底概况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奈西 (音译 )
。

载 2 卷 7

期 ( 19 3 4年 3 月 11日)

法国底暴动与政变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盯 田梓楼

。

载 2 卷 9 斯

一 2 1 7
-

一



( 193 4年 4月 1日 )

太平洋英国海军会议

署名
:

张 果
。

作 者
:

矾 藤 太
。

( 193 4年 4月 1日 )

日本为什么害怕苏联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长 冈克晓
。

( 193 4年 4月 11日 )

日本右翼改造运动向那里去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山 川 均
。

( 193 4年 凌月 21日 )

广 田外长论

署各
:

张果
。

作者
:

马场恒吾
。

(9 13 4年 5月 1 1日 )

“
日本主义

”
思想之高涨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坂本三善
。

(9 3 1 4年 5月 1 1日 )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问题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水 城 忍
。

( 19 3 4年 5月 1 1日 )

日本资本主义向那 里转变 ?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石滨知行
。

( 193 4年 5月 12日 )

菲律宾独立与日本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关根郡平
。

( 193 4年 6 月 1日 )

苏联批评家所看到的 日本财政

载 2卷 9 期

载 2卷0 1期

载 2卷 n期

载 2卷3 1期

载 2卷3 1期

载 2卷 3 1期

载 2卷 14期

载 2卷 1 5期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阿
,

若捷 (音译 )
。

载 2

卷 1 6 期 ( 1 9 34年 6 月 1 1 日 )

日本经济飞跃底真因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高桥龟吉
。

载 2 卷 17 期

( 193 4年 6 月 2 1日 )

军缩会议之前哨战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伊藤正德
。

载 2 卷 19 期

〔上接 22 2 页〕

这样的想法中结成
“
兄妹

” 、

无论如何也要
“

深刻

地生 活下去
”
的情况

。

这里所说的
“
深刻的生活

” ,

在 田汉看来最终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 有 着 联 系

的
。

他的这种构想是在与新人会的接触中孕育而

成的
。

不过
,

此时田汉 的思想上并不具有社会变

革的远景
。

在他的心 目中
,

一方面是彻底地否定
“
微温的生活

” 、

抱着
“

身边有一股冷风
”
的紧张

感
;
另一方面是梦寐以求新中国到来

.

而生活着的

( 19 3 4年 7 月 1 1日 )

满洲农业移民问题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矢岛淳次郎
。

载 2 卷 19

期 ( 1 93 4年 7 月 1 1 日 )

满洲景气底畸形性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小泉吉雄
。

载 2 卷20 期

( 1 93 4年 7 月 21日 )

动乱漩涡中的德国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益 田丰彦
。

载 2 卷 21 期

( 1 934年 8 月 5 日 )

勒觉尔金 (短篇小说 )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戛蒲利洛维奇 (音译 )
。

载 2 卷 2 2 期 ( 19 34年 9 月 25 日 )

军国 日本底经济的容貌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石滨知行
。

载 2 卷 23 期

( 1 9 34年 1 0 月 10 日 )

陶烈教授底业绩— 故广东中山大学教授陶烈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铃木直吉
。

载 2 卷 24期

( 193 4年 1 0 月 25 日 )

现代法国文学底转机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小 松 清
。

载 2 卷 24 明

( 1 93 4’ 年 10月 25 日 )

苏联的宗教间题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永 田广志
。

载 2 卷 26 期

( 1 93 4年 1 1 月 25 日 )

作为农民战争的太平天 国革命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佐野架装美
。

载 2 卷 28

期 ( 19 3 4年 1 2 月 2 5 日 )

现代知识阶级底困惑

署名
:

张果
。

作者
:

大森义太郎
。

载 3 卷 1

期 ( 19 35年 1 月 1 0日 )

〔原载 日本早稻田大学 中国文学会编印

《中国文学研究 》第 1 4 期 ( 1 9 8 8年 12 月 ) 〕

青年自身的姿态和生活方式
。

也就是 他 所 主 张

的
,

这个时代的青年们 只有在相互联系
、

相互团

结和
“

真挚
”
地生 活下去之 中

,

才能发现中国的活

路和创造道路
。

田汉说
: “
一诚可以救万恶

” 。

所

谓
“
诚

”
本来是一种条件和姿态

,

而不可能是终极

的 目标
。

但是
,

我认为这句话正说明了田汉这个

时期的梦与期待
。

〔原载《近代文学 l乙扣甘 石中国巴日本》一

书
,

汲古书院 1 98 6 年 1 0 月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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