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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关于戏剧运动的一篇佚文
!杨新宇

署名白莽的 !剧运的一个幼

稚闯入者"""一九二九剧团#$刊

登在 #9!9 年 : 月 !9 日的上海

!民国日报%青白之园#副刊上&白

莽是殷夫曾用过的笔名$ 这篇文

章笔者早已见过$但从未留意$因

为不相信'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

夫会在这样一个副刊上发表文

章&!青白之园#是'从事于革命文

艺(的'青白社(所办$当然$这'革

命文艺(是国民党当局所谓的'革

命文艺 ($而 ';9!9 年 : 月 < 当时

殷夫已经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

路(& !陈漱渝 "殷夫研究三题#$

%鲁迅研究月刊 &!"#" 年第七

期'(近期$因查阅 !民国日报%闲

话%戏剧周刊 # 上的话剧史料 $

恰好 !青白之园 #与 !闲话%戏剧

周刊 #皆在星期三出版 $笔者再

次看到这篇文章& 这次我忽然福

至心灵$ 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

最后判断这篇文章的作者的确就

是殷夫&

殷夫的代表作 !孩儿塔#$其

中有一句 '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

罩($颇不好理解$而!剧运的一个

幼稚闯入者#中恰有'笼罩着沉重

的北欧气氛的北市(这样的字句$

正好给!孩儿塔#作了个注)!孩儿

塔#中还有一句'发扬你们没字的

歌唱($而!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

者#则号召'有热情的青年同志$

合唱没字的歌($这两处相似当是

有力的证明&

这篇文章的价值$ 首先是提

供了一篇优美的诗一般的散文$

第一段相当优美$ 第四段也非常

精彩$连作者自己也在文中说'我

在写一篇散文诗了(&殷夫本身是

个诗人$ 但他牺牲时才 !; 岁$短

暂人生留下的作品很少$ 并且后

期的作品已完全转向& 正如研究

者所说*'一提起左翼文学$ 人们

的普遍印象是充满了口号+喊叫+

说教+ 概念$ 激情有余而高蹈空

洞$缺乏应有的艺术性$风格也大

致雷同& 在处理革命与文学的关

系上$左翼文学作家坚定地将革

命放在首位$艺术只是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 $ 因此审

美意识常常被革命激情所取

代 $缺乏精心的艺术营造 $大多

粗糙简陋$尤其是过分强调文学

的功利性一面&由于受到普罗文

学的影响 $殷夫的一些 ,红色鼓

动诗-也存在类似的通病& (!李

松岳 %论殷夫诗歌的精神特质&$

%文学评论&!"$! 年第四期' (而

!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者#则是一

个难得的细腻的文本&

其次$ 该文也可以深化我们

对于殷夫!孩儿塔#一诗的理解$

!孩儿塔 #虽情调低沉 $但 '孩儿

塔 (是一种象征 $喻示了年轻生

命被无情摧毁 $但幽灵 '没字的

歌唱( 仍在煽动黑暗中的反抗&

此外$该文还为殷夫的人生历程

提供了新的信息$ 但遗憾的是$

目前尚未查到有关'一九二九剧

团 (的任何资料 $王艾村编撰的

!殷夫年谱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也没有提及他参加过

戏剧运动&

附*

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者

!!!一九二九剧团

我提笔的当儿" 正是一个首

夏的夜晚" 从窗间偷进一些轻微

的凉风" 送来一片悲沉凄毅的远

地苗!笛(声#天空上缓缓地纠缠

着春烟样的云" 散发般的烟#月

亮似乎是深葬在这层叠的殓衣

里" 透不出她水银似的光辉来"

云隙中间或漏出几粒星星"可是

收敛着光"像一个历尽世故的老

人的双睛一样 "又庄严 "又迟板

地钉 !盯 (视着我 "唉 "我怎末有

些矇眬"有些沉闷哟$ 心里是一

种不可捉摸的迷惘和抑压呵 "我

幻想%即使月亮还不出来吧"若也

闪出一颗星呢" 一颗较有青春的

活力的星呢$ 她的光若是会像带

泪的蛛网凄风中似的颤动着呢$

她的跳舞若是会像一个天真的

姑娘似的步武呢$ 那我想我首先

要透口气"我感着她光的锐尖了&

我的心业要白杨似的萧骚起来 "

我泪腺会沟通起来"我记忆的"憧

憬的键盘会跳跃起来" 我怅望着

未来的" 光明

的灵魂会咆哮

起来 "'(她

虽那末小 "我

也 得 向 她 流

些 感 激 的 泪

水了)

我在写一

篇散文诗了 "

我得讲我们的

剧团哟& 一九

二 九 剧 团 是

由 几 个 流 浪

的 青 年 组 织

起来的 "假使

比 他 像 个 孩

子 "那末这是

一 个 身 体 孱

弱 "性子急燥

!躁 (的孩子 "叫算命先生来说 "

他的命一定是非常*硬+的"为什

么那末硬呢$ 说来也有来历"原

来他的父母"没有一个是留过学

的"没有一个是戴*作家+的高帽

的"没有一个是偶像般给人崇拜

的"也没有一个曾在袋里响过大

拉斯的"!!!他们有的是贫穷和

热情"仅仅是贫穷和热情& 以这

两件金属铸成的合金"硬是必然

的"他们的儿子自然也秉着这个

遗传的特性了)所以他孱弱的身

上"却配着一颗粗野的心脏) 虽

然在他哺乳的时代"他不能或不

愿用清楚的口齿说出他内心的

要求来" 但你若看看他的名字"

不是也以 !已 (窥见验他野性的

一至!面(吗$ 一九二九"这简单

粗硬的几笔"或许是暗示他也要

扒着时代的舷边"*世界底) +地

进行去吧$

他的生地是在笼罩着沉重的

北欧气氛的北市" 但在这里他经

过了几回碰壁的奋斗之后" 他的

胆是壮起来了% 他要成为一颗游

星" 用他不十分健稳的步伐走入

大世界去" 虽他知道在别处也有

壁等着他去碰" 并且又有傲慢敌

视的眼光向他钉!盯(视"或甚至

有黑暗的云雾会向他择砻" 但依

然有获得朋友的信心" 战取一切

的赤忱" 他或许终也会找到他应

有的规道吧$

在现在的剧运圈子里" 他不

能不算是一个幼小粗莽的闯入

者)但若让我以第三者的口气说&

则我们为什么不让他闯入呢$ 静

谧的林宥中的微风" 平滑的湖面

的涟漪" 或是夏夜梦境中突叫的

夜莺" 空山渺茫中的叮叮伐木之

声"不都是诗的灵感的激刺"一种

令人喜欢的慰藉吗$ 艺术是公众

的花园"谁都可以来遊息"徜徉"

或培栽"耘耨的"我们应该欢迎闯

入者&我们当他是个小孩子"是颗

嫩蓓蕾"只要没有天灾或暴风"他

或许终于会给我们一曲天真的没

字歌"或一朵闪光的鲜葩吧$又譬

如这个黄昏"天上没有月亮"只纠

缠着云和烟"只闪烁着几点迟板"

老练"而缺少青春的活力的星"谁

又能禁止我希望有颗发颤光"能

活跃的星的出现呢$ 我们当然不

能拿她来比拟月亮的光明" 但我

不是说过" 她的光的尖锐总会使

我们感激的"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

活动和热情呵&

*一九二九剧团+ 是平凡"幼

稚的) 它既没有名人或*作家+的

参加"又没有资本家"老少爷的援

助) 它只想集合所有的平凡"幼

稚"无名"而有热情的青年同志"

合唱没字的歌" 表白表白幼稚的

悲欢哀乐# 呢喃些那严整傲慢高

坐大殿的人所不能或不愿了解的

话" 诉说我们真挚的憧憬((愿

一切的平凡"幼稚"无名而有热情

的青年都来参加*一九二九+哟&

将来!!!

住笔了"汽笛尖叫着"末班列

车开过屋边去了"明天见&

一九二九"五"二十夜于一九

二九剧团

一张沈从文旧字条背后的故事
!王 道

偶然翻阅苏州九如巷张家自办的

!水#杂志时$发现了一张书法字条& 字条

上$字体秀逸$斯文雅致$便埋头多注视了

一会& 看完心里不禁窃喜$这是作家沈从

文亲笔书写的一张字条$章草依旧$却是

更为认真的笔法&

这张字条上写的是一段碑文$撰碑文

人为吴中耆老张一麐& 张早期曾做过袁世

凯的机要秘书$后担任过徐世昌时期的教

育总长$再后来退隐故里苏州$与李根源

交好$ 一起做了不少保护地方文化的好

事& 张一麐精于诗文$著有!心太平室诗文

钞#!古红梅阁别集#$ 在苏州地方常常受

邀担任教育方面的顾问或董事$当时张冀

牖.沈从文的岳父/在苏州创办的乐益女

子中学就聘请张一麐为校董& 在乐益女校

创立 ;: 周年之际$ 张一麐撰写了纪念碑

文如下*

乐益女子中学十五周年纪念碑

合肥张君冀牖" 为督部靖达公之孙"

余同年生蔼卿观察之子) 侨苏日久"斥巨

资建女子中学)题曰*乐益+)靖达曩抚苏"

有遗爱"冀牖克竞厥施"会薄君公雷长校"

学风茂美)适十五周)余忝董校事"乐为记

之"俾乡人矜式)

民国二十四年冬张一麐并书

碑文中提及的'靖达公($即淮军将领

张树声$同治年间他在苏州就任江苏巡抚$

在任期间重建沧浪亭和修复紫阳书院$并

疏浚太湖水利工程$ 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张冀牖是张树声的长孙$是文中提到的张

蔼卿之子& 张蔼卿为川东道$善于处理涉外

教案$并主持重庆开埠$后在任上病逝&

张一麐说他与张蔼卿同年$想必都是

出生于 ;$&$ 年& 碑文上所称乐益女中 ;:

周年$即从 ;9!; 年始创算起$当时张冀牖

并不担任教职$ 校长也是从校外高薪聘

请$当时聘请的校长是薄公雷&

这张纸条上写着 '周梅谷 刻 ($即刻

碑人姓名& 周梅谷是苏州有名的篆刻家$

不少文人雅士都喜欢请他治印& 周梅谷是

刻碑名手$江苏一些园林碑刻就是出自他

手& 纸条上还有一行备注*'一九七六年十

月卅一日周晓平于校舍拆毁改建前乱瓦

残砖间抄录& (

也就是说这块碑从 ;9=: 年刻成树立

后$到 ;9%& 年拆房子时被弃废墟中& 听张

家后人说$当时政府要改建房子$一夜之

间就拆光了& 周晓平是语言学家周有光与

张家次女允和之子$ 曾在苏州外公家读书

多年$后成为中科院气象学家&

至此可知$沈从文是抄录周晓平的小

文& 字条上还有一行硬笔注解*'右为沈从

文笔蹟.迹/ 充和 注(& 充和$即张家四女

张充和$以书法和昆曲著称$曾在耶鲁大

学执教多年&

苏州乐益女中后在公私合营中被合

并$现在苏州市一中校庆时还会提及这所

培养过不少人才的名校& 当初舍财办校的

张冀牖先生于 ;9=$ 年在合肥老家病逝 &

随着 !>;: 年 & 月 ;$ 日张充和在美国去

世$至此这张旧字条上的几位人物全都不

在人世了&

问起这块纪念碑如今何在0 张家后人

指了指房子下面说$最近听说要重建房屋

了$期待在施工的时候能找到这块碑&

)生命诚可

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

皆可抛+$ 裴多菲

的这首诗正是殷

夫翻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