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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陈思广 

 
    在中国现当代抗战文学研究中，有一类作家的研究常常是学界的薄弱点，即：身跨现当代又地跨港澳台的抗战作家。由于创作时
间长，地域跨度大，加之上世纪50——70年代大陆与港澳台的特殊关系，导致这类作家的资料极为匮乏，更不用说系统了解了。
（1）李辉英（1911——1991）就是这样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著名抗战小说家。自1933——1948年间他在大陆出
版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1933）、《松花江上》（1945）、《复恋的花果》（1946）及“抗战三部曲”之一《雾都》
（1948）后，又于1952——1972年间在香港出版“抗战三部曲”之二《人间》（1952）和之三《前方》（1972），为中国现代长篇
小说特别是抗战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由于诸种原因，李辉英抗战长篇小说的整体研究长久以来鲜有人问津，以致
成为李辉英研究的盲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遗憾。本文试图对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质做初步的探讨，以期对李辉
英的小说创作有新的认识。（2） 
 
一、 
 
    1911年1月，李辉英生于吉林省吉林县（今永吉县），中学时受到有倾向进步的国文老师的影响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虽然都试写了一些作品，但都石沉大海。1931年的“万宝山事件”是李辉英创作生活的转折点。如果说他之前的文学活动还仅是揭
露黑暗社会的一种文学练笔，那么，“万宝山事件”之后的文学创作则是他抗日爱国热情的自觉喷发。他顾不得是否需要提高生活
的积累与思想的认知，顾不得是否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长篇小说的创作才能，仅凭着一腔爱国的热情，就开始了抗日急就章的激
情抒写。他仅用了八十余天就创作了同名长篇小说《万宝山》，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说：“作为
生养在东北大地上的一份子，我不能放弃任何可以打击敌人的具体行动。执干戈以卫社稷，属于兵哲人的职责，我非武人，但因报
国不容袖手，于是联想到纵然不能真刀真枪与倭寇拚个你死我活，目前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有必
要。”（3）由于作者取材于历史事实，彰显抗日旗帜，在其出版伊始即因题材重大，倾向鲜明，社会效果显著而引人注目。抗战
爆发后，表达中国军民御侮抗日特别是东北义勇军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伟大强音成为中华儿女的时代诉求，就成为李辉英文学创作
的必然选择。一曲东北义勇军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时代壮歌《松花江上》就是他爱国主义激情的自然喷发。抗战胜利后，李辉英依然
感怀于时代青年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继续创作出版了表现一代青年不甘平庸立志报国的《复恋的花果》，通过男女主人公情感的
回归与行动的转变，提出了有为青年在国难面前所应担当的责任与义务这一时代诉求。1948年，他又以陪都重庆为题材创作了表现
大后方沉疴的《雾都》，对大后方腐败奢糜的另类生活予以了强烈的抨击。1950年，李辉英南下香港，虽然面临新的挑战，但八年
抗战生活的磨砺依然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为宝贵的财富。他先于1952年续写了大后方令人鄙视的腐败图景《人间》，之后又于1972年
创作完成了中原军民不畏强敌共同御侮的历史画卷《前方》。这部50余万字的长篇巨制，以恢宏的气势全方位真实细腻地再现了中
国军民坚持抗战、坚信胜利的信心与勇气，堪称李辉英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正如马蹄疾所说：“作品所展示的巨大的场面和引人
入胜的细腻的、朴实的描绘，疏密有间的布局，都可看出作者的创作已进入成熟、老练的阶段”。 （4）至此，他实现了以百万字
篇幅全景式地展现中华民族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为民族而战这一伟大历史图景的宏伟意愿，为他的抗战题材长篇创
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阅读李辉英的抗战长篇小说，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作家所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这里有毅然保卫自己家园的农民马宝
山（《万宝山》），有为民族而战的义勇军战士王德仁、王中藩父子（《松花江上》），有国难当头，勇于担当责任与义务的青年
知识分子方大洋、王蜀玉，假公济私、贩卖毒品的上校古一平（《复恋的花朵》），有贪图个人享受的黎将军、大发国难横财的经
理罗子亮（《雾都》），玩弄女人的姜处长、利益熏心的章院长（《人间》），也有统掌全局运筹帷幄的集团军申总司令、老辣敏
锐的集团军汤参谋长、威猛善战的白师长、指挥若定的刘团长、舍生忘死的于副连长、奋勇杀敌智炸便桥的英雄王长海、坚贞果敢
的二妮、深明大义的王大娘、乐天知命的王大金、汉奸孙老三（《前方》），等等，他们共同组构了一幅中国抗战历史的人物群
像，为中国抗战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亮丽的一笔。其中，申总司令的形象最具有典型意义，堪称李辉英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收
获。 
    作为镇守黄河郑州至洛阳段的杂牌军集团军总司令，申司令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在敌强我弱的
情形下，申司令一面竭力抵抗，一面又设法保存实力，这一相机抗战的矛盾心理为他日后被解除职务埋下了伏笔。然而，作家的贡
献不在于刻画出他相机抗战的矛盾心理，而在于通过一系列情节真实而朴实地塑造出一个爱兵亲民的国民党杂牌军高级将领的形
象，为中国抗战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排长王长海在琵琶陈战斗中独自炸毁敌人便桥
为部队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立下头功，申总司令特令全军嘉奖。当他得知王长海负伤落水后又被二妮救起并亲自送到部队时，立即
安排最好的医护条件为英雄治伤，组织各级宣传部门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大力播扬这一军民互爱齐心抗战的典型事迹，使王长海成为
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亲自来到王长海与于副连长住的招待所与英雄同桌就餐，向他们敬酒并高度赞扬了他们舍生忘死、气壮山
河的英雄行为。王长海的家里遭受不幸，他特令部队将王大娘和孙子接到军中居住，使他们母子团聚。看到二妮对王长海一往情
深，他极力赞同他们的结合，热心地操办他们的婚姻大事，并作为证婚人为他俩举行了全军最高规格的婚礼，被当地军民传为佳
话。之后他又升王长海为副连长并送他到军校深造，使其迅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连队指挥员。对他的幕僚们，他也从不以势压人，
而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既便是不同意也从不训斥。他老于世故，待人处事上他常常愿意多为人家设想，从不显露出对于对手的不
耐烦或不敬来，更不给别人以有伤自尊或难以忍受的感觉，即便是自己的老部下，他若不在极端必要的时候，也很少假以颜色。例
如，他不喜欢简报主任的声音与方案，并不训责，而是默不作声地打开窗户以透新鲜空气的方式表达他的态度。他深知自己既无背
景，也无靠山，工作尽心尽责但也处处小心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谍报处已探得曹会长有重大投敌嫌疑，他不动声色地稳住
曹会长并将他软禁起来，还成功地将另一汉奸孙老三也抓捕归案。由于孙老三与军队上层关系特殊，申司令一边谨小慎微地向上呈
报，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最终的结果，生怕造成误会使战区陆长官及葛参谋长心生他念，直到得到肯定的赞许才放下心来。他亲自
为被冤枉的农民王金声赔礼倒歉，补尝损失，又亲自将大妮安排在卫生队使她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看到了
胜利的希望，在礼堂里与大家一起低声唱起“打回东北去”，让抗战爱国的歌声激荡在万千爱国的军兵心中。正是这一系列的情节
刻画，使一个有血有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申司令形象的成功塑造，在上世纪70年代大陆普遍将国
民党军队漫画、丑化的时代，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彰显出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魅力。 
二 
 
    纵观李辉英抗战题材的长篇创作，一个最为鲜明的特色是作品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刻骨仇恨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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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敌精神的热烈颂扬。作为一名有血性的东北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笔为戈，横
扫妖氛，是李辉英义不容辞的时代选择。汉奸郝永德转手将地租给流浪到东北万宝山的朝鲜农民耕种，朝鲜农民开渠与中国农民引
发冲突，进而导致中日两国间的利害冲突。表面看这是一场土地纠纷，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入侵中国的前奏（二个月
后，“九·一八”事件爆发）。李辉英奋笔疾书，将历史的真相与中国农民不屈服于强权的反抗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万宝
山》）。这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精神，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宁静的王家村被日本鬼子
侵占并缴枪，激起了年轻人复仇的烈火，他们袭击了日本兵的住所并打死了一个日本兵，但也很快就遭到了日本人的洗劫，年轻人
被迫趁夜色逃往重峦叠嶂的山沟。是抵抗还是屈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忍气吞声、苟且偷安，在决定两种不同命运的关
键时刻，王中藩决心成立义勇军，为民族的尊严而战（《松花江上》）。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自己的同学古一平与昔日的恋人蜀玉
却无动于衷。如何使他们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是方大洋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在得知古一平因贩毒而被捕时，
方大洋到乡下找到蜀玉，用同情与温暖唤起她青春的朝气，重新加入到伟大的战斗序列中，共同谱写时代的壮歌（《复恋的花
果》）。最集中体现李辉英这一爱国主义情怀的是《前方》。在这部表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宏篇巨著中，无论是那些奋勇抗敌的
军人们，还是那些乐天知命的老百姓，他们朴素的思想里都天然地流趟着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血脉。他们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不共戴天之仇和中国人民以鲜血构筑伟大长城的坚强决心，在作者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仅体现在正面弘扬中华儿女不畏强敌、为民族独立而战的长篇创作中，也体现在侧面揭示与批判大后方腐
败奢糜的“另类”生活的作品中。退休军人黎将军一度拥兵自重现却赋闲在家，整日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就是他退职后在陪都的主
要工作，既便国民党军队迫近河池的捷讯也不及他摸一手同花顺快乐，他所谓的收复失地打游击战也成为纸上谈兵（《雾都》）。
50多岁的少将处长姜处长大权在握，娶了21岁的红月为姨太太后，虽然虚情假意地保证不再心有旁鹜，但每天的生活依然是寻花问
柳。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本性难移的他竟趁酒醉强占了“朋友之妻”红霞，为了掩盖真相，他竟将红霞开枪打伤他谎称是自己开枪
走火所致（《人间》）。章院长表面上是一个模范医院的院长，实际是焦太太的情人。他暗里利用职权，大肆盗卖药品，盗卖军
粮，吃空响等，丧尽天良（《人间》）。整日为所谓革命工作奔波的政客胡委员，一心想创办《展望》杂志，但因经济窘迫与笔力
不逮，一直停留在呼吁阶段。1944年底“独山大捷”后，他曾想将杂志改名为《公论》、《大捷》，寄希望于委托商行经理罗子亮
投资出版，但罗子亮只将钱投资在交际花屈小姐身上，杂志只得胎死腹中。屈小姐知道罗经理垂涎她的美貌，便充分利用她的美色
诱使罗经理不断地为她提供挥霍的资金，从而使她能够时常与她的好友王小姐混际于饭店、酒馆、茶楼、舞厅中。她甚至以订婚为
诱饵骗取了罗经理一笔巨款，而罗经理为满足她的虚荣心，便不择手段地大发国难财，岂料屈小姐随后却与王处长在兰州结婚，罗
经理最终人财两空（《雾都》）。作家客观而真实地揭示了抗战时期“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时代侧影，批判了这些社会的“另
类”身处抗战这一伟大的洪流中，却全然没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丑恶灵魂。他们坐而论道，沉湎于享乐，崇
尚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腐化堕落的卑鄙行径，无疑是民族的败类。这种独特的选材与创作视野，不仅彰显出李辉英高扬的爱国主
义情怀，也使他的抗战小说艺术别具一格。 
三 

    不过，李辉英的长篇抗战小说的不足也是显在的，特别是思想的穿透力上，时代氛围的营建上，以及人物的塑造上，还是遗憾多
于收获。 
    早在《万宝山》出版之初，茅盾就指出作者缺乏深入的思考与观察，仅凭纸面材料为据导致思想直白且出现偏差。他说：“除了
描写‘地方色彩’以外，作者并没有把久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控制和经济侵略下的‘东北’的特殊社会状况很显明地表现出来。这
是全书主要的病根！”“写东北的社会状况而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之独占的控制与深入，便是很大的错误！《万宝山》的
作者也就在根本上犯了这错误！”“因此，作者就把郝永德勾结日本人来开垦荒地以前的万宝山写成了世外桃源似的‘乐土’，全
书二百五十余面中简直没有写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怎样早就造成了万宝山农民的不可挽救的贫困。全书给人的印象是：万宝
山农民本来过的是快乐日子，然而郝永德勾结日本人来开垦荒地，这就糟了，所以农民要反抗。这是把读者引到了错误的认识。”
由于“作者既已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并且也忘记了东北军阀官僚对于农民的剥削。他把万宝山的农民写成了逍遥自得
的自由民。”“这一个严重的错误，增加了《万宝山》这部小说的失败！”（5）在之后创作的《松花江上》中，由于作家对敌我
双方在激烈的民族矛盾斗争中各自不同的心理动机与行为方式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对由之引发的文化冲突、阶级冲突、民族冲突
等不同力量间的冲突内涵尤其是由对立向同路转化的内外动因缺乏有力的揭示，描写难免平面化与理想化。《雾都》与《人间》蕴
含着作家对黑暗现实批判的寓意，人物的选择、环境的刻画以及人物命运的安排等，也体现着作家对这些“多余人”及其败类的批
判立场。然而，作者批判的锋芒浅尝辄止。《雾都》只是一个浅显的展示，《人间》虽然增加了批判的力度，让那些蝇营狗苟者受
到应有的惩罚（如姜处长死于车祸，章院长被捕入狱，焦先生死于乱枪），但作者并没有揭示出他们可耻下场的必然之由与必然之
旅，仅是通过偶然性事故的描写及场境叙说呈现他们走向死亡的结果，显然忽略了时代与历史的必然诉求，忽略了时代的主流与末
流的冲突与张力，现实主义精神也在表相地点染出理想主义色彩的同时，见出浅表与浮泛。同样，时代的氛围在作家的作品中也较
为薄弱，特别是对政治倾向性与时代氛围有着特殊要求的战争题材创作，时代气息的淡薄几乎可以说是战争小说的致命伤。阅读
《复恋的花果》、《雾都》、《人间》等作品，你几乎无法感知这是一部表现抗战时期的战争小说，特别是《雾都》和《人间》，
虽然作者着意描写的是大后方阴暗的一个角落，但读者却很难从字里行间中捕捉到流溢其中的时代氛围，更无法令人想像这是陪都
或西安抗战时的历史镜像，全书仅以偶尔表露的几个有关抗战的字眼暗示大后方极为淡薄的抗战氛围，不仅不真实也令人惋叹不
已。在人物塑造上，虽然作家也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但总体感觉上仍然是遗憾多于收获。例如，《万宝山》全书没有
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使得小说的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雾都》中，除投机商罗经理稍显个性外，其他大多模糊不清，至
于大学生张云青、张瑞珍以及记者徐小姐等被作者视为有为青年的刻画更是轻描淡写，读后几无印象。《人间》的清晰度虽有所提
高，姜处长、红月、红霞、以及焦太太的形象虽可感知，但缺乏有力度的情节刻画，依然难以鲜活地形象站立在读者面前。这些不
能不说是李辉英抗战小说创作收获中的遗憾。 
    不过，作为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还是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
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抗战烽火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
物群像，特别是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栩栩如生，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亮丽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虽然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
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1）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李辉英代表作》，将《万宝山》的盗版《东北的烽火》视为李辉英的另一部创
作小说，就颇能说明问题。 
（2）本文所依据的底本为初版本，作家后来的修订本及其与初版本的关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3）李辉英.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J].长春,1980,(11). 
（4）马蹄疾.燃烧着的复仇的火焰——记东北籍的居港作家李辉英[C],李辉英研究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226. 
（5）东方未明.“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三部长篇小说：三、《万宝山》[J],文学,1933(2). 

  
                                         （作者：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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