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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茅》是郭沫若继《女神》《星空》《瓶》后编
辑问世的第四部诗集，包括序诗在内该诗集共有
23首诗歌作品，1928年2月10日作为创造社丛
书第22种，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前茅》是写于1921年至1924年间作品的
合集，其中《暴虎词》创作于1921年，《黄河与扬
子江对话》《哀时古调》两首创作于1922年，仅有
《太阳没了》是1924年的作品，剩余18首诗歌均
创作于1923年，上述这些诗歌在结集为《前茅》
前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孤军》《创造周报》等报刊
上刊发过。

一

读过《前茅》的读者,应该都能感受到它是一
部充满“正能量”的战斗檄文，是一首首提振精神
的励志诗篇。我们随口诵读其中的诗句，如“我
们把伸着的手互相紧握吧！/我们的赤脚可以登
山，可以下田，/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随我们走遍！”
（《前茅·上海的清晨》）；“我的耳边突然有默雷的
声音怒吼：/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各秉赤
城的炬火，前走！前走！”（《前茅·太阳没了》）都
能感受到诗句所传递出的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
甚至有些诗句就直接催促你勇往直前，如“前
进！前进！前进！/胸中有热血沸腾，眼中有热
泪滚滚，我们前途的行军，不是蔷薇的路径。/前
进！前进！前进！挥起我们的镰刀，/开除路上
的荒荆！”（《前茅·前进曲》）殊不知，类似上述语
气的诗句直接成为郭沫若一场大病后的精神救
赎和振作方向的济世良方。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
便不顾生命安危毅然决然南下参加了南昌起义，
并在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27年10月，郭沫若绕道香港返回了上海，
此后便隐居在窦乐安路的一所民居之中。但是非
常不幸的是，郭沫若到上海后不久便病倒了：“十
二月八号的晚上，我突然得了重病。头痛，四十度
的高热，脸色发红而带浮肿，两眼充血。……第二
天睡了一天，病情毫无起色，经过日本医生的诊
察，疑是斑疹伤寒。于是在第三天上便不能不进
病院了。”最后病情不断加重，甚至于“完全失掉
了知觉。不断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听说在最
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
事了”。虽然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后，他病情不断好
转，但是身体依然非常虚弱，“回家的时候还不能
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郭沫若此时患上重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
是他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辗转
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多地，身体极度劳乏，最
后也因体力不支与作战部队走散，毕竟郭沫若还
是一介书生，行军打仗并不是他的特长，况且他
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种转徙游击式的
行军对体力的要求肯定要超出了常人所能承受
的范围，最后郭沫若不得不绕道香港后才平安撤
回到上海。再有，郭沫若自被国民党通缉后精神
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必然会忧劳成
疾，外界任何的变化都可能使他脆弱而敏感的神
经处于崩溃的境地。蛰居在上海窦乐安路并非
是长久之计，随时可能有被国民党捕捉的危险，

为此中央决定将郭沫若的全家送往苏联避难，在
12月5日得到通知将于次日有人来接往海参崴，
郭沫若得到此消息后非常兴奋，终于可以重获自
由与新生，但是在临行前却被告知，计划取消，至
于何日启程未有定数。由不期而遇的极度兴奋
到意想不到的彻底失望所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
使郭沫若一病不起，为此也错过了12日前往苏
联的客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他还
是先暂时前往日本避难。

处于彷徨、苦恼、困境中的诗人革命家郭沫
若，要摆脱眼前精神窘境的直接方式，便是到自
己曾经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去寻找精神支撑点，重
新唤起继续奋进的勇气。创作于后《女神》时期，
《力的追求者》《上海的清晨》等20余首诗歌便在
郭沫若脑中显现而出，那时正是他意气风发、挥
斥方遒之时，年轻的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犹如一
颗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在“五四”文坛的上
空。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无顾忌、最有自信、最
能战斗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借助于诸如“在
这黑暗如漆之中 太阳依旧在转徒，/他在砥砺他
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前茅·我们在赤光
中相见》）的诗句，郭沫若驱散盘桓于内心中的苦
闷，背负起革命重任远赴日本，保存战斗的坚定
信念，迎接满血复归的艰苦斗争。

二

《前茅》的序诗中郭沫若特别强调了“这是我
五六年前的声音，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前
茅·序诗》）。的确《前茅》所收录的是郭沫若在
1921年至1924年间所创作的诗歌，其中既有白
话新诗，也有古体诗，虽然是“旧诗重提”，但并不
是旧思想、旧观念的重复，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
和社会环境下郭沫若革命精神的理性升华和前

进方向的明确指南，尤其是赓续了“五四”青春中
国的反抗力量，成为“革命时代的前茅”。

郭沫若横刀立马在“五四”文艺战场，在筹建
与领导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与胡适、茅盾等文化
名人的论争，以及创作《女神》、翻译《少年维特之
烦恼》等系列文艺实践中萌发出初期革命思想的
萌芽，那就是与旧社会、旧势力绝不妥协的反叛
意识和抗争精神，他大声呼吁“二十世纪的中华
民族大革命哟，快起！起！起！/快在这二十世
纪的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人们哟，莫用永在
泪谷之中欷歔！/你们把人权恢复了之后，/人类
解放的使命，/世界和平的使命，/要望你们二十
世纪的两个新星双肩并举！/人们哟，起！起！
起！”（《前茅·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特别是1924
年，《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对郭沫若产生
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仅较为完整地翻译
该书，并对原著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更正，而且还
对该译作作者河上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围绕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的不同观点，郭沫若在
与河上肇及其学生论辩过程中，更加坚定了自己
对于苏俄革命模式和列宁主义的道路自信和理
论认同，藉此郭沫若也实现了在理论认知上由单
纯无序的反抗向马克思主义系统学理的转变与
提升，他“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
着憎恨，对于社会主义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
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孤
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感召下，郭沫若走
出了狭小的书斋，投入到火热、残酷而真实的革
命斗争现场之中。1924年郭沫若带领周全平等
人，深入到南翔、真如、尚儒村等宜兴战事的发生
地展开实地调查，亲身感受战争给底层民众带来
的疾苦与灾难，1925年5月，他在上海南京路的
先施公司三层楼上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发生
的全过程。种种真实的社会现实情形，使郭沫若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仅仅只是靠诗歌、小说等文艺
创作是改变不了中国现状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们
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
中去”，（《革命与文学》）郭沫若说到了，也做到
了，1926年7月，郭沫若跟随国民革命军政治部
从广州出发，正式踏上了北伐的漫漫征途。经过
半年多的激烈斗争，北伐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
但是革命成果却被蒋介石所窃取。郭沫若对这
种倒行逆施的叛变革命行为义愤填膺，挥笔写下
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大声疾呼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
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
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
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
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随后，他所寄予希望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却对蒋

介石采取容忍、纵容和妥协的态度。至此，郭沫
若终于认清楚了无论是国民党左派还是右派，都
不能领导革命中的中国走向胜利，他抛弃了最后
一根救命稻草，坚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正
是在社会的大熔炉中，郭沫若历练精神、辨明方
向，从而在人生道路的生死抉择时更加睿智和理
性。

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郭沫
若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革命路线方针，他冒着被全国通缉随时
被捕的风险，接受中共中央的召唤与任命，紧紧
追随南昌起义的革命队伍，与革命者共进退、同
生死。自1924年译介《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起
至南昌起义失败隐居上海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
年时间，但对于郭沫若来讲却是决定其一生的重
要时段，他在思考和辩驳中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理
论，他亲自走向了中国社会的底层，走向了广袤
的战场，亲身感受并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
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戎马书生”是孙炳文在北伐战争临行前送
给郭沫若的徽号，也是对革命年代的郭沫若的真
实写照和形象比喻。书生有书生的革命方式与
斗争策略，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如战场上魁梧高大
的勇士一样，肩扛炸药包，手握冲锋枪，与敌人展
开殊死搏斗。他们在血淋淋的真实战场上，寻找
和探寻中国革命的理论、方法和道路，与攻城拔
寨的战士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前

茅》即是郭沫若开始“戎马书生”生涯后的重要篇
章，它在更高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兑现了郭沫若早
期的革命幻想和愿景期望。

三

《前茅》中的诗歌创作于《女神》结集出版之
后，同步于《星空》与《瓶》，作为郭沫若同时期创
作的作品，无论从诗体结构还是语言风格等角度
来讲，《前茅》的美学价值和时代意义，并不逊色
于其他诗作。

利用词句的反复和句式的重叠，表达作者情
绪的起伏变化是《前茅》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作
为白话新诗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女神》首创
了“内在律”创作的先河，那就是借助于词语搭配
和句式组合所产生的内在张力，展现出作者思绪
情感的曲折发展变化，《前茅》中的多数诗篇也多
延续此种创作方式，如在《留别日本》中“你们岛
国的风光诚然鲜明，/你们岛国的女儿诚然诚
恳，/你们物质的进步诚然惊人，/你们日常的生
涯诚然平稳”，这样作者利用连续四句词语的重
复，如《力的追求者》中，作者在三个分段的第一
句分别使用了“别了，低回的情趣！”“别了，虚无
的幻美！”“别了，否定的精神”等利用句式的不断
反复，既可使诗歌的创作达到了外在形式结构的
整齐划一，又可表达出由弱到强不断递进的情绪
色彩。

丰富而具象性的意象塑造也使读者阅读《前
茅》时更加直观生动。郭沫若善于从自然界和传
统文化中寻求写作灵感，汲取写作素材，构建了
《前茅》多样的意象组群，自然界中有太阳、黄河、
扬子江等，历史传统文化中汉主、大禹、孙悟空等
都被郭沫若作为诗歌意象纳入创作的视野之中，
以此也弥合了诗歌文本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鸿沟，
使《前茅》的阅读更加自然贴切，如《太阳没了》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等诗歌皆是如此。

直陈现实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表达出作者鲜
明的爱憎情感、强烈的战斗激情和理想主义色
彩，并赋予了《前茅》厚实的社会价值。《上海的清
晨》一诗中，作者在描述上海清晨的街头所见到
的悲惨情景后，终于迸发出“兄弟们哟，我相信：/
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
山爆喷。”

郭沫若虽自谦地认为“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
历史的意义”。（《离沪之前》）的确如此，如果仅仅
从诗体本身来讲，《前茅》更多是沿袭了《女神》《星
空》等诗集的创作风格，创新性并不强，但如果从
承载的历史讯息来看，《前茅》中的诗篇寄寓了郭
沫若在自我发展道路的抉择和中国革命生死存亡
的历史时刻，他的人生际遇、思想情感、价值选择
等方面重要的信息密码，作者用旧诗重提的方式
复述了一段生动起伏的命运传奇。

旧诗重提旧诗重提
————《《前茅前茅》》与它的时代与它的时代 □□张张 勇勇

郭沫若

《没有祖国的孩子》，取材于1931年“九一
八”事变前的一个朝鲜小孩子在哈尔滨生活的故
事。作品是父亲1934年构思于青岛，同年在青
岛被关押期间完成的初稿，1935年，在上海最终
定稿。1936年作品发表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
期刊上。这篇作品的发表，在当时上海的读者中
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周
扬在1936年《光明》杂志第一卷第2号《现阶段
的文学》一文中，对《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时代意
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
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最
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朴素
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
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
胞的生活和挣扎，而得到成功的新鲜效果，成为
我们的一个重要期待。”周立波也在《1936年小
说创作的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中，对《没有祖
国的孩子》给予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赞许和肯
定。“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在艺术成就上和反
映时代深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标
准。”“左联”杂志《光明》把《没有祖国的孩子》称
为“国防文学”佳作。后来，这篇作品被文艺理论
界和批评界誉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品并被翻
译成俄、日、朝、英等多种外文文本。

《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作品，从构思到完稿
再到发表，历经了曲折艰辛和戏剧性的过程。上
世纪80年代初，父亲会偶尔给我讲他年轻时的
一些人和事，也包括《没有祖国的孩子》的鲜为人
知的创作背景。

1932年，父亲离开了他在“九一八”之后参
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到哈尔滨后，经过他的
小学同学、中共党员陈仕卿的介绍参加了第三
国际（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的工作。同年9月
入党，任中国情报组洮南情报站站长，并以哈尔
滨《五月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
传递工作。1932年11月的一天，父亲在秋林大
街巧遇失去联系多日的哈尔滨东北船商学校的
同学傅天飞。他们彼此都知道各自的身份，所
以傅天飞把父亲拉到街边的一家小饭馆，刚刚
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告诉父亲，他这段时间随中
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地区发
展抗日武装队伍去了。他自豪地告诉父亲，他
现在已经是磐石游击队中的一名领导人了，这

次回哈尔滨是另有任务。因他与父亲都喜爱文
学，又想把磐石游击队发生的那些惊天动地的
感人的战争故事与父亲分享，才找到父亲讲述
这段对他而言是不能忘记的记忆。这次在哈尔
滨短暂的相见，也是他们不曾想到的永别。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带领延安文艺工作
队从延安回到离别了11年的东北，才听到傅天
飞已经在几年前就牺牲了的消息。

那天傅天飞用了一天的时间，给父亲详细讲
述了他们是怎样创建磐石游击队的，以及这支年
轻的队伍发展壮大的悲壮故事。他要求父亲一
定要写下来，父亲知道傅天飞也能写，就劝他自
己写。傅天飞却说，谁写不是首要的，最重要的
是，要把这个故事传下来。讲给你，就是多一份
保险，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的多，万一
我和你一个……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来写。为
了更加保险，父亲又把傅天飞讲的内容原原本本
地讲给了萧军和萧红。萧军、萧红听后也非常感
动，当即请求父亲再约傅天飞重新讲给他们俩。
就这样，父亲又把傅天飞请到二萧家里，做了长
时间的复述。后来，萧军完成了《八月的乡村》，

萧红也在她的《生死场》和《人生》中，对此均有引
用和表述。《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得到鲁迅先
生的提携，也是要感谢傅天飞烈士的。

1934年初，父亲在哈尔滨受第三国际中国
情报组单线负责人要求，执行一次重要的也是非
常危险的行动任务，后因行动失败，父亲必须按
照规定自行脱离组织，离开哈尔滨。因事发突
然，又走得匆忙，未能跟家里的亲人告别，临行前
父亲找来他的二弟，带回一封给父母的信，算是
告知。这一走，竟是父亲和祖父的永别。当年父
亲选择去青岛，主要是青岛有他在哈尔滨商船学
校上学时的同学接应，又加之青岛是北洋军阀余
部所统治，德、日帝国主义势力在此地也很大，国
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也只能半公开活动，所
以东北逃亡青年和革命者，都以青岛为避风港。
父亲到青岛后，由哈尔滨东北船商学校高他两级
的同学高嵩（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介绍，与青
岛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被安排在中共青岛 市委主办的《磊报》做编辑工作。

1934年春夏之交的5月，父亲在萧军、萧红
的请求下，同意帮他们来青岛。此前，二萧写信
跟父亲说，哈尔滨的形势严峻，他们俩随时有被
抓捕的危险，当时二萧急迫地想离开哈尔滨，但
又苦于无处可以躲避，只有求助于父亲相帮。此
时，父亲也处在自身尚未安稳的情况下，但他还
是克服困难去帮助朋友渡过难关。记得父亲说
过，这是他第二次在危急时刻帮助二萧。第一次
是父亲把已交给家里的生活费又从祖母手中要
了回来，为的是帮助二萧出版他们合著的第一本
集子《跋涉》，为此祖母还偷偷落过泪。50几年
过去了，父亲当时讲给我这件事时，还是记得那
么清楚。为了朋友，我们家挨几顿饿不要紧的。
这是当时祖母对父亲说的。1934年6月，父母
去码头接顺利抵达青岛的萧军、萧红，随后他们
一同搬进了观象一路一号，一幢西式的二层住
宅，这幢房子是父亲的倪家岳父，为他们出资租
下的。多年后，萧红说过，青岛是她自北平后，生
活得最轻松愉快的一段时光。

1934年9月，中共青岛市委出了内奸，国民
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在青岛全市进行了大搜
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高嵩、组织部长倪鲁平、
我的父亲等多人被抓。在关押期间，父亲与高嵩
等人均受到了他在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老校长、
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王时泽的庇护。在监狱

关押审查期间，父亲得到一些关照，监狱方面在
他的要求下，给他提供了笔纸等用具，使得父亲
在狱中完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初稿。

在青岛的那段时间，萧军、萧红过得十分安
稳平静，得以继续完成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也是在此完成的初
稿。在青岛时，父亲也在构思他的《没有祖国的
孩子》，他早知道萧军在写傅天飞讲的那个故
事。父亲跟我说过，当年他是想写这个故事的，
因为他参加过抗日义勇军，有切身感受，更重要
的是好友的重托。在哈尔滨时，他苦于做情报，
没有时间写作，再加上写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
急迫，所以父亲一直未能动笔写这个故事。此
时父亲知道萧军在写，他自然就放弃了写这个
故事的想法，转而去构思《没有祖国的孩子》。
《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酝酿出来的。

1935年7月，青岛警方限于当时证据不足，
无法给父亲定罪，故而释放。出狱后，父亲身无
分文，无奈之下，只好流落青岛街头。一日父亲
去青岛码头，准备偷偷上船离开青岛去上海。就
在他找开往上海的轮船时，迎面碰到了又一位哈
尔滨东北商船学校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给予
了父亲鼎力帮助，使得父亲能安全离开青岛顺利
抵达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先是借住在朋友塞克
的家里。不久之后又通过熟人相帮，在法租界的
泼莱斯路美华里住下来。《没有祖国的孩子》也是
在此处得以定稿并发表的。当时，父亲本想请萧
军引见认识鲁迅先生，但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
直到鲁迅去世，父亲都未能见到鲁迅先生。就在
这段时间，同住美华里的女作家白薇无意中看到
了父亲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手稿，大为称赞，
并亲自转送给当时“左联”的负责人周扬。周扬
看过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许，并委派夫人
苏灵扬帮父亲做了最后的若干修订。最终《没有
祖国的孩子》于1936年发表在全国性文学期刊
《文学》第六卷第5期上，后编入上海生活书店发
行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中。

1937年，父亲受北平进步青年学生组织负
责人马加、雷加约请，到北京大学与北平文学青
年就《没有祖国的孩子》进行交流对话。碰巧，此
时萧红也来北平小住。父亲受与萧红同病相怜
的袁淑奇委托去看望一年多来不曾见面的萧
红。父亲与萧红相见于北平李洁吾的家中，本来
他们就是故人，此时此刻他们二人都非常高兴。
为此，萧红把她带在身边的鲁迅为之改过的《生
死场》原稿，送给父亲留作纪念。在父亲离开北
平返程之时，萧红对父亲说道，你对我和萧军的
种种帮助，是我最不能忘记的，特别是在青岛的
那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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