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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典作家之作家之““左联五烈士左联五烈士””

坚贞不屈的文化战士坚贞不屈的文化战士
□□乔德春乔德春

论胡也频的社会剧创作论胡也频的社会剧创作
□邱 霞

胡也频，“左联五烈士”之一。1903年5月出

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幼名胡培基，学名胡崇轩。曾

用笔名崇轩、也频、胡一平、宛约等。1924年 12

月9号，由孙伏园举荐，胡也频与荆有麟、以前的

海军学校同学项拙合办《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

刊》，并开始在该刊发表小说和短文。1930年 5

月，胡也频加入左联，不久，经冯雪峰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参加会

议时被捕，2月7日在上海龙华与柔石、殷夫、李

伟森、冯铿等一起被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秘密枪杀。

胡也频在中国文坛上以小说与诗歌而闻名，

其实，胡也频也创作了不少戏剧作品，他的戏剧

创作虽只集中在1927到 1928年间，但在1920

年代的中国剧坛也占据一定的地位。尽管胡也频

说自己写戏剧“在我算为一种颇孟浪的事”，“我

写剧本——开始写第一篇剧本就是偶然的。在不

曾写着第一篇剧本之前我没有想写戏剧的冲动

和计划。”（胡也频《〈捉狭鬼〉序》）但胡也频还是

很早就与戏剧结缘，他出生于京剧艺人之家，这

使得胡也频从小对戏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914

年，胡也频11岁时，就读一所教会学校——崇德

小学，由于他聪明好学，有一定的文艺细胞和文

艺基础，很快便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他曾在校

园戏剧《仲尼和项橐》中扮演过那个鲁国神童项

橐的角色。

胡也频创作的戏剧作品共计9部，其中戏剧

集《鬼与人心》（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4月初版）

收录4个剧本：《鬼与人心》（两幕剧）、《瓦匠之

家》（独幕剧）、《洒了雨的蓓蕾》（两幕剧）和《狂

人》（三幕剧）。戏剧集《别人的幸福》（华通书局

1929年12月初版）共收录五个剧本：《别人的幸

福》（独幕剧）、《捉狭鬼》（独幕剧）、《幽灵》（独幕

剧）、《资本家》（独幕剧）和《绅士的请客》（两幕

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

戏剧总目提要》共收录胡也频10部剧作，该书认

为载于1927年9月13-14日《晨报副刊》上的署

名“苑约”的独幕剧《溪边》也系胡也频所作，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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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3-19日的《晨报副刊》上的署名

“宛约”的《资本家》一剧，《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

要》也标明作者是苑约，这显然是笔误。除《中国

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外，尚无其他资料表明《溪

边》系胡也频所作。有鉴于此，《溪边》一作存疑，

本文暂且不加论述。其中《瓦匠之家》还被收入

1935年出版的洪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

九集《戏剧集》中。

彭耀春认为胡也频的戏剧创作可分为爱情

剧和社会剧两类：他的爱情剧集中表现青年学

生、教授、画家、职员等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着

意于对五四时代“个性解放”、“婚姻恋爱自由”大

潮的冷静反思，通过“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现代模

式和新人物旧道德的对比反差，掀开生活的面

纱，鲜明地揭发出在新装束新名词下旧道德的复

辟。同时，胡也频也是一位社会感很强的剧作家，

他戏剧创作的视野还扩大到当时社会的许多方

面，从下层社会的贫困愚昧、中层社会的自私贪

婪，到都市工人的饱受压榨和终于抗争，触及到

当时中国民族矛盾、劳资冲突、贫富对立等社会

生活的本质（彭耀春《胡也频戏剧创作简论》）。

诚然，胡也频戏剧根据题材可分为表现自由

与爱的生活剧和揭露黑暗与丑的社会剧两类，其

社会剧以《瓦匠之家》《资本家》《幽灵》和《绅士的

请客》四部剧作为代表。他把戏剧的笔触深入到

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深入揭露日益凸显的阶级

矛盾，生动勾画了为富不仁者的丑陋嘴脸，高度

颂扬了社会底层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表达了作

者强烈的批判精神、愤懑的反抗情绪。胡也频成

为左翼戏剧运动初期的一支生力军。

胡也频之所以创作数部揭露阶级矛盾等的

社会问题剧，转向左倾、走向革命，有多方面的原

因：一是他的贫苦出身。胡也频从小经历了饥饿、

寒冷、屈辱、孤单，过着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见

惯了贫苦大众为求得生存而痛苦挣扎的场景，对

造成这种现状的黑暗社会充满了愤恨与反抗。

他的《瓦匠之家》就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去

写出那中下层社会的痛苦生活的”（洪深《中国新

文学大系 戏剧集 导言》）。《瓦匠之家》描写了城

乡下层劳动者的非人生活，剧中作为家庭主妇的

母亲非常好赌；父亲是个瓦匠，嗜酒成性；女儿阿

红在富家为仆，她备受女主人虐待，还要躲避男

主人的非礼，每月少许欠款还被克扣大半。阿红

不愿再去帮佣，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父母

咒骂殴打女儿，全剧在阿红“我去！我去！”的哭声

中落幕。该剧通过阿红的悲惨遭遇的叙写，发出

了对丑陋社会的控诉，同时也对阿红父母的愚

昧、贪婪和堕落进行了批判。胡也频曾有着与阿

红相似的遭遇。他15岁时曾在老家一个金店当

学徒，终日劳累，常受老板、大学徒们的刁难和欺

凌。更有甚者，他还被诬陷偷走戒指，被老板捆在

房柱上威胁、敲打。尽管后来洗清嫌疑，他却没得

到一声道歉。这种凄惨屈辱的经历使胡也频对绅

士等社会有钱阶层无耻、丑恶的嘴脸有着直观、

清醒的认识。如果说《瓦匠之家》是从侧面写出了

有钱阶层的腐朽本性，那么，他的《绅士的请客》

一剧就以辛辣的笔法直接嘲讽了绅士及其太太

的狡诈吝啬的丑态。绅士一时兴起，邀请36人做

客，夫妻以为客人最多只能来到20多位。吝啬的

太太让厨子只准备一桌的食材。谁知客人全部来

到，绅士夫妻气急败坏，互相埋怨，最后只得忍痛

拿出五块钱再办一桌。剧中厨子和听差时常露出

的鄙夷神情和讥讽语气，这何尝不是胡也频内心

的写照呢！

胡也频创作社会问题剧，第二个原因是普罗

文化运动的大的社会背景。话剧舶来之初就起着

宣传教化、启蒙民智的作用。胡适的《易卜生主

义》明确倡导“写实主义”，号召戏剧作品要针砭

时弊、揭批黑暗。五四社会问题剧的出现恰逢其

时地承担着自由平等的启蒙重任。1921年成立

的“民众戏剧社”就曾明确提出“为人生”的“艺术

上的功利主义”主张。胡也频是五四时期诞生的

知识分子，文艺“为人生”的思想深入骨髓。他在

1924年12月与项拙等合办《京报》副刊《民众文

艺周刊》时，就明确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

个刊物的宗旨是：“艺术原是人生的表现”，反对

“专以吟月弄花”“纯粹的艺术”和“为艺术”的倾

向。洪深曾评价说：胡也频的《瓦匠之家》“多少是

受了民国十四年以后‘第二次着重文学底社会作

用’的影响”（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 戏剧集 导

言》）。尽管此时文化界并没有明确提倡“普罗戏

剧”和“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但是强调戏剧的

战斗性和阶级性，认为艺术与政治应当密切相关

已经成为众多左倾戏剧家们的共识。

胡也频曾长期身处政治漩涡之外，大革命失

败后，他也苦闷、彷徨过。冯雪峰的出现，是胡也

频向左转向的关键人物。胡也频在1927年底，与

作为共产党员的冯雪峰结识，冯雪峰对胡也频的

影响不言而喻。在1928年前后，胡也频通读了大

量的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

而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

等书，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他的《资

本家》（创作于1927年12月）和《幽灵》（创作于

1928年 2月）两剧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国家

腐败、人民苦难的罪恶之源——资本家阶层，剧

中的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醒并

走上反抗之路。

《资本家》里的棉纱厂厂主富成谷宁愿停产，

亏本十万二十万，“只当是交易所的一次失败”，

也不愿答应工人们适当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的合

理要求。工人代表们据理力争，最终在忍无可忍

的情况下，由和平谈判发展到焚烧厂房。这表明

工人阶级开始觉醒，他们的力量渐渐长大，成为社

会矛盾的主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造胰厂

厂主瞿温之是个非常开明的资本家，他的存在既

是与贪婪顽固的资本家富成谷作对比，同时也表

明剧作家对当时尖锐的劳资矛盾认识不够深入。

《幽灵》是胡也频一部比较另类的剧作，剧中

一群死者在“幽灵”的世界里相遇，他们分别是工

人（为工作而死的）、兵士（为打仗而死的）、诗人

（为悲哀而死的）、著作者（为忧郁而死的）、舞女

（为愤怒而死的）和乞丐（为饥饿而死的）。通过交

谈，他们发现自己是一群同样不幸的人，只有团

结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剧作在他们企盼一

个和平、幸福的时代早日到来的欢呼声中落幕。

该剧梦幻般的场景，类型化的人物以及尖锐怪幻

的风格，明显受到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

1920年代的中国作家将表现主义戏剧大致分为

两类：以斯特林堡为代表的“自叙剧”，和以托勒、

凯泽为代表的“叫唤剧”。这种“叫唤剧”带有强烈

的左翼色彩，是“为热情所唤起而直接表现自我”

的情感流露（胡星亮：《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

潮》）。诚然，《幽灵》受到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

剧》、《鬼魂奏鸣曲》的影响，但对其产生影响最大

的还是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托勒（托勒尔）的《变

形》（1918年）和《群众与人》（1919-1920年）两

剧。《变形》系托勒尔的第一部剧作，在题为“死者

的兵营”的序幕里，战争时期的死者与和平时期

的死者在公墓里争吵起来。第二场里，士兵们的

骷髅匍匐地穿越一道铁丝网组成的障碍物。《资

本家》和《幽灵》两剧标志着胡也频“普罗文学”创

作阶段的开始，之后，胡也频暂时停止了戏剧创

作，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1929年）

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1930年），直到生命的

最后一刻。

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在创作小说和诗

歌，编辑报纸副刊之余，胡也频创作了9部剧作，

这在1920年代的剧坛也算是比较可观的。胡也

频的戏剧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剧作

题材广泛，涵盖情感婚恋和社会政治两大类型；

人物众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底层大

众、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阶层；作品风格各异，既有

写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也有浪漫主义、唯美主

义和表现主义的实验之作；剧作美学风格鲜明，

一般来说，他的情感生活剧多为喜剧，其中既有

表现“人生愉快”的幽默喜剧，也有批判揶揄的讽

刺喜剧，社会政治剧则大多是“表现人生悲哀方

面”的悲剧和带有明显悲剧意味的正剧。胡也频对

后一类剧作未能上演表示“叹惜”，是他认为“看不

懂悲剧的观众”会“忽略去人生最大的悲的一面”，

这是一种“阻碍戏剧发展的恶习”（胡也频《〈捉狭

鬼〉序》）。这种思想与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

争”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社会最黑暗时

期，活跃着一批救国救亡的进步文化青年。他们

忧国忧民，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以笔作枪，奔

走呼号，被当时的反动当局残酷地杀害了。柔石

就是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中的一员。

结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

柔石于1902年9月28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海

县城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本姓赵，名平福，后改

为平复。其笔名除柔石外，还有金桥、赵璜、刘志

清等多个。1918年夏，柔石考取了官费的浙江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积极向上、勤奋好学、多才多

艺，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

1923年夏天，柔石从浙一师毕业，应聘到杭

州当家庭教师。因与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相去

甚远，不到半年，他就辞教回乡。1925年2月，柔

石怀着寻求真理的渴望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

了一名旁听生，有幸聆听了鲁迅先生讲授的《中

国小说史略》和其文学理论课，很受教育和鼓舞。

1928年9月初的一天，柔石由王好友王方仁、崔

真吾引领，来到上海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拜

见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此次踏进鲁迅家门，

成了柔石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柔

石接触到了更多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自觉积

极地投身到了新文化运动之中。

柔石对当时时局的看法和对文学艺术的追

术，深得鲁迅的喜欢。当得知柔石、王方仁、崔真

吾三个进步青年居无定所后，鲁迅就慨然邀请他

们居住在自己现在的房子内，而自己则搬到附近

的租房中居住。考虑到三位外地年青人在上海饮

食多有不便，鲁迅还特意叫他们来搭伙用膳。从

此，柔石与鲁迅朝夕相处，有空就交流读书和创作

的感悟，或讨论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社会的

憧憬。鲁迅对“柔石”的笔名很感兴趣，问其原由。

柔石解释：这笔名取自家乡方祠前一道小桥上题

刻着的“金桥柔石”四个字。他儿时搞不清这四字

的含义，现在感到为人处世，应该刚柔相济。鲁迅

会心地点头称是：《易经》有“立地之道，曰柔与

刚”；《老子》又有“守柔曰强”之说。只有柔中带刚，

刚柔相济，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盛赞“柔石”、

“金桥”的笔名起得很好。在此期间，柔石不仅写作

大有长进，而且在思想觉悟上也有大幅度提升。

鲁迅对柔石有很多关怀和帮助，而柔石对鲁

迅也很尊敬和爱戴。当鲁迅阅读完柔石所著的《旧

时代之死》的书稿后，对柔石的才气更是喜爱有

加，赞之为“优秀之作”。他把柔石介绍给北新书局

的李小峰，让其优先出版此书。柔石的小说稿《人

鬼与他的妻的故事》完稿后，鲁迅成了第一位读

者，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好，决定放在自己与郁达

夫主编的《奔流》第一卷第五、六期连载发表。这是

柔石自学校毕业后，除了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

人》之外，在像样的杂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学

作品。

1928年深秋，柔石和王方仁、崔真吾三人商

量合伙创办一个旨在介绍东欧、北欧文学，输入

外国版画的进步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每人

的股金为50元。柔石一时交不出钱，鲁迅得知后

主动提出帮他垫付。为使有钱好办事，鲁迅还让

许广平也参加了一股。这样鲁迅用自己的稿费，

实际负担全社3/5的资金。鲁迅想起《文选·陆机

〈文赋〉》中“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话，

提出把这个文艺社团命名为朝花社，拟办的刊物

也就名为《朝花》周刊。《朝花》周刊第一期于

1928年12月6日面世。这虽然只是一个16开8

版的小刊物，而鲁迅却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

精心选用了英国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画来饰刊

头，又为刊名“朝花”书写了美术字。他指导柔石

说：办刊物既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

形式也要生动活泼，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压

抑感。鲁迅还主张版面可以选登一幅以木刻为主

的外国美术作品，这在当时国内文艺刊物方面可

说是个创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朝花社”及其

《朝花》周刊，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在此期间，柔石在鲁迅的指导下，搜

集整理国外有关木刻的资料，编辑了《近代木刻

选集》和《蕗谷虹儿画选》两本集子公开出版，在

当时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两个集子的

出版，开创了我国介绍国外进步木刻艺术的先

河。后来鲁迅又推荐他担任《语丝》的编辑。柔石

在为“朝花社”操劳的同时仍勤耕不辍，这一年多

时间，堪称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

柔石视鲁迅如严师和慈父，而鲁迅也确像父

亲般关爱着柔石。当时上海文化界地下党负责人

冯雪峰曾说：“我那时感觉到，鲁迅把柔石简直当

作家人似的，就是偶尔看电影、游公园，或参观画

展、出席会议，也总是邀柔石一同参加。”鲁迅到

内山书店看望内山完造，经常与柔石同行。平时，

柔石常到鲁迅房中，征询有些什么要代办的事，

帮助处理一些诸如寄信、寄书、汇款、取款，以及

给青年作者退稿或赠书等杂务。二人之间的交

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之多。以至后来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深情地坦露，柔石是

他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

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同时还说道：“他和我

一同走路的时候……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

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

别人担心。”

光荣入党，努力工作视死如归

柔石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地下党组织的关

注并重点予以培养。1921年 10月，柔石参加了

由著名新文学作家叶圣陶、朱自清任顾问，浙一师

进步同学潘漠华、冯雪峰负责的“晨光文学社”，开

始从事新文学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后，柔石的思想受到极大震

撼，他开始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并主

动积极参加党组织发起的各种进步活动。

1927年秋，柔石应邀到宁海中学担任国语

教师，兼教音乐和小学部的英语。宁海中学是中

共宁海临时县委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在此

执教期间，柔石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

宁海地下党组织为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非常关

注县教育局长的人选。他们选中埋头教育、表面

无党派色彩，其实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的柔石。

经过努力，终使柔石于1928年初出任县教育局

局长一职。柔石上任后，在掩护地下党工作方面

起了不小的作用。同年5月，中共宁海县委组织

了著名的“亭旁暴动”，后被反动当局派兵镇压下

去，宁海中学也因此被勒令解散。柔石想方没法

掩护县委特派员杨毅卿脱离了险境，自己也辗转

到了上海。同年12月，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共汽

车工人举行罢工，上海艺大许多师生因支持罢工

而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柔石得知友人林淡秋也

在被捕之列，徒步走了5里路赶到卢家湾法总捕

房去探视。捕房的人告诉说林淡秋已返回学校，

柔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艺大，见林淡秋“坐

了两星期的监”饿得不成样子，于是把原预备去

买书的5块大洋送给了林淡秋，并约他到自己住

处来暂住。

1929年秋天，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

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柔石

得知后非常高兴。他在鲁迅的指导下，积极参与，

四处奔波，并成了12名左联筹备组成员之一。

1930年2月，柔石和鲁迅、冯雪峰一起出席了上

海新文学运动者讨论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同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秘

密召开，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常务委

员兼编辑部主任。

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柔石已成长为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0年5月，经上海文化

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黄理文介绍，柔石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的一些主张，

有时就通过柔石转达给鲁迅先生，柔石成为了我

党与鲁迅联系的一个桥梁。不久，柔石和胡也频、

冯铿一起，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秘

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作为一个革命家，柔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

切革命活动，而且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党内反对王

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1931年1月17日，他

参加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讨论王明路线问题的

会议时，因叛徒出卖，遭到反动当局军警逮捕。23

日，他被移送到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牢房，被钉上重达10多公斤的铁镣——“半步

镣”。在狱中，柔石坚贞不屈，与反动当局进行了不

懈的斗争，并暗中做通狱卒的工作，先后送出两封

信件，向鲁迅和战友们通报相关情报信息，暗示他

们及早转移。两封信件均辗转送达鲁迅手中。2月

7日夜，反动军警将24位革命同志仓促行刑，柔石

头部和胸部连中10弹，壮烈牺牲，享年29岁。

柔石被反动当局残杀的噩耗传来，鲁迅深为

震惊和悲痛。他打破从未给他人写过传记的惯例，

为纪念这位热血青年，写下了《柔石小传》。同时还

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悼念

文章，在白色恐怖中放声呐喊：“我们现在以十分

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牢记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

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

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鲁迅始终不能忘怀这位革

命青年战士，两年之后，他又写了《为了忘却的记

念》，倾吐了对柔石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的深厚情

感和思念：“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在极度的思念和悲愤

中，鲁迅还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悼柔石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

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

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此诗既是悼念英魂的催泪挽歌，更是在黑夜中炸

响的催征鼓点，可谓感人至深，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于1950 年4月组

织力量将柔石等24 位烈士的忠骨挖掘出来，移

葬大场公墓。1968 年又专门修建了“龙华烈士陵

园”。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象征着革命先烈们的

精神高大伟岸，万世永垂。

以笔作枪，唤醒工农千百万

柔石在文学事业上成就斐然，一生共留下

55万字的创作作品和63万字的译作。主要创作

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旧时代之死》《人鬼与他的妻

的故事》《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三姊妹》《希望》

等，散文集《希望》和两部独幕剧以及大量的诗歌

等；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戈理

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以及《丹麦短篇小

说集》等多部。这些作品已列入世界文学的宝库，

先后被译成日、英、俄、法、德、泰、印等多种文字，

赢得了国外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对繁荣我国的革

命文艺创作，推进新文化运动和扶植新生的木刻

艺术有着不朽的功绩。

在柔石众多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其小说最为

突出。小说中又以《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最具

代表性。《为奴隶的母亲》在1930 年3 月在左联机

关刊物《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不久，被蒋光

慈编入《现代中国作家选集》。1934年，英国的马

丁·劳伦斯书店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也将它

收入。1936 年，美国德加·斯诺编的《活的中国——

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将它列为鲁迅以外的“其他中

国作家小说的首篇”。当年中国左联驻国际作家联

盟代表萧三曾在1945 年1月29 日写的《哀悼罗

曼·罗兰》中提到，罗曼·罗兰在从《国际文学》法文

版读了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后，曾写信给该杂志

的编辑部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

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创作思想

和艺术技巧日渐成熟的标志，达到现实主义高度

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农村穷苦民众的生活，

揭示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作品通过对农村

劳动妇女悲惨经历的描写，竭力诅咒了罪恶的

“典妻”陋习，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中国乃至世

界上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篇小说《二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

典之作。该作品以江南小镇为背景，描写了知识

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彷徨及对命运的茫

然。小说以萧涧秋在去往芙蓉镇任教的船上听到

文嫂的家庭悲剧为主线，引出了不同阶层对此悲

剧的作为。以文嫂对生活的无助，反映出社会底

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该作品的社会意义

远远超越了文学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