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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联”“延安”“重庆”为地标的文学构建
———以«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为例

○ 唐　蕾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６年４月,«新华日报»副刊曾相继连载了郭沫若、何其

芳、胡风三人的散文:«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以“苏联”“延安”“重庆”

三个政治“地标”为中心构建系列.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喉舌”,«新华日报»选用这

三组时空特色鲜明的散文表达了编者的政治思路.而从文学上来说,原本政治色彩浓

厚的三个地标也因作者“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的交叉、并置、错位关系,形成独特的

文学景观.
〔关键词〕郭沫若;何其芳;胡风;«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空间

性;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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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三组散文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６
年４月相继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连载时间上是相继且部分交叉的,郭沫若

的«苏联纪行»发表时间最早,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起,延续到次年１月;何其芳的«回
忆延安»时间跨度最长,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起,断续连载到次年４月;胡风的«离渝

前×日记»发表时间最晚,从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起,到４月３０日止.从散文内容

所指向的时间来看,«苏联纪行»记录了郭沫若１９４５年６月到８月从重庆到苏联

的游历过程,期间经历了抗战胜利;«离渝前×日记»记载胡风１９４６年２月在重

庆接到赴沪通知到开赴前一段的情况,时处内战爆发前夕;«回忆延安»时间性最

弱,文章间关联性不强,独立成篇,为何其芳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６年间在重庆时所作.
从数目来说,«苏联纪行»文章最多,近百篇,«回忆延安»和«离渝前×日记»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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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篇.但是«苏联纪行»与«离渝前×日记»连载紧凑,中间较少停顿,而«回
忆延安»虽历时最久,但文章间隔较大.

三组散文最显性的关联就是都在一段历史时间内表达了较为明确的空间意

识,并且形成空间上的交叉关系,其中«苏联纪行»是从重庆到苏联,«回忆延安»
立足重庆回忆延安.如果从延安、苏联、重庆三者的政治延伸意义来看,三位作

者都是立足延安(故乡),直指重庆(敌方),面向苏联(未来中国)的,三组文本之

间形成政治上的关联,这当然也是«新华日报»副刊编辑的匠心所在.而从文学

层面来看,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在“延安、重庆、苏联”的时空关联中形成了

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的“和而不同”的状态.

一、三处“圣地”的显性空间观念

«苏联纪行»是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参加纪念大会所创作的游记.郭沫

若从重庆出发,途经国内外多个城市,到达苏联后去各地参观游览.名为“苏联

纪行”,实际在多个空间流转,旅行分为中国境内、经停诸国与苏联境内三部分,
而郭沫若的情绪也跟随空间的转换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国内各地辗转时,因不

忍离别,文章显出抑郁忧伤的情调.离开中国,途经印度、伊朗等国,短暂的客居

他乡,作者一方面为异域风情所吸引,另一方面,游子情达到顶点,泛起了“怀乡

病”.这“怀乡病”中,有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作者在德黑兰(伊朗)受到使馆工作

人员招待,喝上了盖碗的中国茶,产生了隽永的感情,“真是奇怪,不喝中国茶也

仅仅只有十天,就像阔别了十年的一样”〔１〕,乡愁让作者对于凋敝的重庆产生了

恋慕之情,“我对于重庆本是极端憎恨,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恶劣的地方.闷

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但我今天离开了它,却不免怀着无限的恋慕.
我的朋友,我的家,都陷在那儿,那儿就好像我的天国”,“纵使是热风如火,热汗

如汤,我也愿意躺在那儿的垃圾堆上”〔２〕.然而这“怀乡病”中,也有因祖国贫弱

而产生的激愤之情.面对衰败的东方文明,郭沫若感慨,“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

发祥地,为什么今天成为了这样呢? 一个始终梗在我心里的问题,我说出了口

来.这儿不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古代巴比伦文明璀璨过的地方吗? 为什么成

了这样的沙漠呢? ———你中国今天又有什么发明呢? 出乎意外地那驯如子羔的

仆欧这么反诘了我一句,我喝着的凉水好像变成了一瓢热汤”〔３〕.
然而这时而眷恋、时而忧伤、时而激愤的“怀乡病”在抵达苏联之后发生了变

化.东方古国衰颓带来的压抑感已然褪去,而“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习了的

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
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

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

吗?”〔４〕在苏联,郭沫若受到家人般的热情接待,在博物馆与各类文化活动中寻找

到了失落的故国之美,祖国的凋敝现实已经远去,眼前原本陌生的国度却变得熟

悉和亲切了,换句话说,苏联正是“未来中国”.郭沫若感慨道:“我真是很爱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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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娱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

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

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求正

当的享受了.乐天氏之民欤? 无怀氏之民欤? 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
在苏联只是现实.”〔５〕

和«苏联纪行»中空间的流转不同,«回忆延安»的空间是相对固定的,所有的

文章都直指“延安”,但是延安并不是文章里唯一的空间,“重庆”作为它的对立面

在文章中时隐时现.«回忆延安»是何其芳在重庆时所创作,文章多次采用对比

的方式,以“重庆”反衬“延安”.«回忆延安»的“引子”里,何其芳描述了重庆的一

幅幅画面:无家可归的人在大街上过夜,曾经的公务员只能当街乞讨,赤脚的小

孩子在街上擦皮鞋,在重庆,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稀松平常.然而,在这将丑恶

黑暗看作平常的重庆,何其芳四次表达“这时候我就想起了延安”,因为“延安没

有这样的事情”〔６〕.何其芳损毁了在重庆习以为常的日常感受,把生机盎然的前

景灌输给读者,让他们在对比中看到在重庆所看不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试图将

人们从麻木迟钝中唤醒,满怀希望地去追求完全不同的延安生活方式.而在此

后的文章中,何其芳不断强化这种印象,营造出重庆(有时用“外面”表达)与延安

的紧张对峙状态,延安的同志可以立即指出延安和重庆的差别:延安处处都是牛

羊猪鸡的富足,外面的老百姓哪有这么多牲口的差别;外面到处是未经开垦的荒

山,而延安怎么看得到荒地,到处是“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

头〔７〕.延安之外当然也有“锦绣江山”,但是锦绣江山养不活人,常常是途有饿

殍;延安虽没有如画风景,却用“黄土”和小米养活了所有的人〔８〕.在外面,太太

可以对餐馆里炒菜的大师傅指手画脚,不高兴还可以“喊警察来抓他去”,但是在

延安,炒菜的大师傅可不听你的指挥,他可以坚持自己的做法这一切的富

足、平等都源自“这里是延安,不是外边”〔９〕.在这种对峙中,何其芳将“延安”作
为主体强化突出,而“重庆”在文中则或隐或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对立物的一

直在场,并且因为这种在场,何其芳“回忆”的延安对重庆的习惯化过程自觉起到

反作用,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在二者的紧张关系中烘托出延安.何其芳的“回
忆延安”可谓精神还乡,他笔下的延安是素朴明朗的,但这种素朴明朗不是通过

平静舒缓的笔调完成的,而是通过对比强化的方式表达的.
«离渝前×日记»从内容来说,仅仅局限于重庆,胡风展现了一个积弊已久的

重庆,但是他对这承担着旧中国深重灾难的重庆并不厌弃.在胡风看来,重庆

“是一个海,一个兼收并容的大海,里面栖息着各种各样的生灵:有的残暴地喝

血,有的阴险地策动,有的勇敢地战斗,有的善良地受苦,有的机伶地变化,有的

麻木地苟活但也有的在逐渐生长,有的在逐渐死亡.你就这样地形成了你

底壮观,你也就这样地联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底命运,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底痛

苦,千千万万的受屈者底眼泪,千千万万的牺牲者底血液,千千万万的战斗者底

意志”〔１０〕.重庆是“兼收并容的大海”,重庆的黑暗不独属于重庆,也不只是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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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产物,这里有残暴,有阴险,有麻木;同时也有勇敢,有善良,有机灵,从一

定意义上来说,重庆即中国,即我们的母地,“她会把和平和谷粒预约给人们么?
她会的,她愿意的.但如果要和平是普及众生的和平,谷粒是普及众生的谷粒,
那我们就还得和她一道接受一个痛苦的锻炼过程”〔１１〕.重庆是一个政治地标,
但于胡风而言,重庆更是中国的缩影,是鲜花与癣疥并存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

在通常意义上,“苏联”和“延安”被视为红色圣地,但是胡风却将“重庆”看作

和“延安”并立的“圣地”,这种说法在当时一些人眼中显然是“石破天惊”的.然

而,正因为胡风的“圣地”观点,让«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所描绘

的“苏联”“延安”“重庆”三处圣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空间特色鲜明的文学景观.
三位作者的三处“圣地”,其实背后都隐含着“故乡”的概念,在«苏联纪行»中,乡
愁连接着故国,行旅中也怀着“他乡是故乡”的期许.而«回忆延安»里,何其芳正

是将延安作为“精神故乡”来表述的,所以发出“我又在我的想象里看见了那些我

曾经歌颂过的‘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开垦过的黄色山头”这样的感慨,延安给

予的不仅是身体上,更是精神上的哺育.而胡风的«离渝前×日记»则将“重庆”
引申为一个死亡与新生、黑暗与光明、肮脏与纯洁并存的“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虽然三组散文都有明确的空间意识,但是在表达上仍有较大差异.郭沫若

在异域发现失落的故国与找寻未来中国,和“故乡”始终隔着一层,借助“游子”的
身份,情绪在哀乐间切换,最后达到升华,因此“故乡”在他的笔下具有一定的丰

富性.何其芳的«回忆延安»,身处延安之外,情感上、思想上却始终以“局内人”
的身份讲述,因为距离太近,破坏了审美观照的力量.在讲述的过程中,作者不

断对比、强化,往往是感情率先达到了高点,笔力却无法达到.当作者暂时跳脱

出这种对立模式时,内容就会显得深刻一些.至于胡风的重庆日记,“重庆”没有

被简单化、政治化,反而超出具体的时空限制,成为更为阔大的概念,连接着民族

精神的骨血.

二、三组文本的“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

«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三组散文发表时间和内容指向的时

间大致相同,然而更重要的是独立于“外在时间”的“内在时间”.在«苏联纪行»
中,郭沫若借助身体在不同空间的漫游,将这种“内在时间”分别表达为:昨日中

国、今日中国与明日中国.作为游记,«苏联纪行»写了多个空间,但无论是国内、
途经诸国还是苏联,其实这些空间都可以看作“中国”的某个历史阶段,它们或则

是中国的过去,辉煌的东方文明举世瞩目;或则是中国的现在,贫弱衰败,在黑暗

中摸索,在痛苦中挣扎;或则是中国的未来,国家独立自主,人们安居乐业,重建

昔日辉煌.空间虽然变换,但从实质来说,只是“中国”的多面表达而已,贯穿其

中的是时间.游记的尾声,郭沫若在苏联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郭沫若

借助苏联所展现的“明日中国”即将成为现实,文本的“内在时间”与“外在时间”
合流,文本内在的文学性与外在的政治性也融合一体,结尾迎来了政治性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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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郭沫若的游记圆满地完成了它在«新华日报»所应担负的“使命”.
同样地,«回忆延安»也有自己的“内在时间”.所谓“回忆”,本身就包含时间

观念,但是文本以“延安”为中心的构建并未与作者所处时空构成明显的“回忆”
关系,换句话说,作者始终和“延安”处在同一历史进程,并未跳脱出来形成反思,
所以这组文章在时间上整体趋于静态,节奏和缓,与外在的时空环境形成反差.
胡风在«离渝前×日记»中有一处细节写到“企香”(“企香”是何其芳在文章中的

化名),颇有意味.何其芳来找胡风,让他对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提意见,“这真

是一个老实人,整个局势是兵荒马乱,我自己的心情也是兵荒马乱,怎样有时间

来弄这样不急之务的讨论呢? 而且,就是搁下几个月再谈,未必文艺底‘政治性’
就睡觉了么?”〔１２〕何其芳对于外在慌乱时间的漠视,“有时间”关注“不急之务”,
这和他在«回忆延安»中所表现的不疾不徐是一致的.

尽管文本整体呈静态之势,但并不意味着«回忆延安»没有“内在时间”.仔

细阅读,就会发现和胡风、郭沫若的文章不同,何其芳作为“回忆延安”的主体,却
并不始终承担主体的叙述,有的时候“我”是一个隐藏的叙述者,有时是一个观

众,有时又完全消失.«回忆延安»描绘了一幅“人物画卷”,有孙万福、吴满有、冯
云鹏这样的边区劳动英雄,有谷老、赵步喜、陈万福等延安普通干部,也有续范

亭、王震、贺龙等将领;却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的“人物传记”,唯一一篇«记冼星海

同志»也是为“冼星海纪念特刊”所作.在«回忆延安»里,“我”不作为主体,主要

起记录的作用,但是在对延安生活和人物的描述中却清晰地展现了“我”的变化.
比如,“我”在最初的文艺创作中,对于那些曾经是长工的村干部、曾经是贫农的

富农、曾经是奴隶的主人们并不关注,相反对于一个曾经是地主的农民十分感兴

趣,采访他,参观他过去的生活.〔１３〕但是,这样的“我”在与续范亭、王震、贺龙这

样一些领导交往之后逐渐改变了.«回忆延安»中有５篇散文记述了续范亭的故

事.〔１４〕续范亭原是国民党军官,因为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而在中山陵剖腹

明志,后来到延安.选择续范亭这样的人物作为记录对象,带有鲜明的政治性,
何其芳完整地描述了续范亭政治转向的过程,从早年追随孙中山,到失望后转向

宗教信仰,直到在延安终于找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信仰.如果说对续范亭

的记述中,“我”还是身份平等的倾听者,那么到了对王震、贺龙等将领的叙述中,
“我”就彻底失去了主动性.

«新华日报»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６日、１７日分两期连载了«记贺龙将军»一文,
何其芳在文章中描绘了一个外表威严却平易近人、说话诙谐的革命将领.在何

其芳看来,贺龙亲自去文协拜访延安作家,欢迎他们到部队中去表现出的“礼贤

下士”令人感动,而贺龙对于鲁艺办学的关心更是达到了“醍醐灌顶”的效果.同

样地,«记王震将军»也在对人物的描述中,重申了这种“醍醐灌顶”的效果.王震

将军讲述了一个被大家认为“最落后”的战士,怎样从想退伍还乡到重新走回革

命队伍的故事,而让他做出转变的正是古田会议决议案、«讲话»,以及毛主席正

在做出的决议.听完这个故事,何其芳的感受是:“王震同志这个偶然的叙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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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仿佛这就是早已应该出现在新的文学,新的戏剧

里面的人物、场面.仿佛这就是怎样在创造着世界与历史的布尔塞维克的‘神
秘’”〔１５〕.政治家创造出了文学家所创造不出的、更加动人的故事,作为文学家

的何其芳“甘拜下风”.而王震所说的“对于工农,我们真是应该努力为他们做事

情,将功折罪呵”,“这,本来是对同学们说的,但对于我这个旁听者,对于我这个

从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这几句话也有些使我毛骨悚然.将功折罪,这是一句听来

不大舒服的话,然而这是真理”〔１６〕.在对贺龙、王震这样的将领的描述中,成为

“忏悔者”的“我”在叙述中完全退缩,失去主体性地位.而“我”在其中的转变,恰
恰构成了«回忆延安»的“内在时间”关系: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作为“昨日之我”,彼时何其芳刚刚到达圣地延安,亢奋而充满惊喜,他激情

澎湃地高呼自己在延安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１７〕

然而,«回忆延安»中“我”的情感却变得“平淡”了.“延安”在何其芳的笔下变成

了一个符号,当它作为精神上的故乡时,丰满充实,一旦转化成文字,却让人感觉

无所凭依.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再是随意宣泄自我情绪的个人,而成为集体

中无名的一员.在“我”的身边,到处是“无名”的英雄,我甚至“想不起他的全名

来”,“名字,有什么重要呢,他来到我心里已经成为一个朴质地忠实地向革命献

出了一切的农民干部的代表了”〔１８〕.“我”主动承载起集体的记忆,成为“共同回

忆”的讲述者,这种讲述过滤了个人情感与体验,因此所谓“回忆”其实是每一个

延安人都能“无差异”表达的“共同回忆”.其时,周扬、艾青、丁玲、吴伯箫、陈学

昭等为数众多的延安作家都写过边区劳动英雄,他们笔下的“吴满有”“田保霖”
们和何其芳所创作的“孙万福”“冯云鹏”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也就是来延安采

访的记者赵超构所提到的“思想标准化”现象:“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定的经

验,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

致的”,“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１９〕在赵超构看来,«解放日报»
上记载的都是些“生产消息”,“半夜就上山开荒”“打破纪录”“劳动英雄”、向某人

“看齐”、向某人“挑战”一类火热的消息,“报纸小册子好比球场上的啦啦队,提高

嗓子,向劳动英雄不断喝彩”〔２０〕.然而在这种“过度紧张的空气”中,作家却获得

了“安定”.这种“安定”源自思想的统一,“我”的消失.而从内在逻辑来看,正是

«记贺龙将军»与«记王震将军»中都提及的«讲话»在起作用,«讲话»对于文学的

规范划分了“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然而“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在一些篇章中,还是能够

窥见“昨日之我”的影子.在«H．同志和监狱»这篇文章中,何其芳描述了一位曾

经被敌人关进监狱的 H 同志,他时常在寂静的深夜低低地哼起异样的悲苦的歌

声,白天却显出热情快乐的神色.他的热情快乐让我“相信”他虽然形体受损,精
神还是好的.直到从其他同事处得知,长期的失眠实际上已经导致 H 同志精神

失常,时常引起一些“误会”.面对这些“误会”,何其芳和同事们发出“善意的哄

笑”,“但是,在笑过以后,我又仿佛看见了他枯瘦的身体,看见了监狱,看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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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在深夜里点着亮亮的灯,并且在低声地哼起监狱中唱惯了的歌来”〔２１〕.白

天的 H 同志可以假装快乐,自我疗治;但是黑夜来临,当回忆汹涌而至,灵魂深

处仍不免哼起“唱惯了的歌”,H 同志的“白天”与“深夜”一定程度上不正是何其

芳的“今日”与“昨日”.当然,这种回望“昨日之我”的内心探索只是“昙花一现”,
文章的结尾,作者又回到了“今日之我”发出感慨,将这种痛苦转嫁于敌人的暴

行.
胡风的«离渝前×日记»可谓三组散文里“外部时间”最彰显的作品.在胡风

个人,是有记录历史“环节”意识的,“无论是历史行程或个人经历,每一个阶段都

是一个环节,通过了它,才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创作«离渝前×日记»“当时是开

始了所谓和平斗争的时期,局势在微妙的变动过程中间发展,说话很容易犯错,
而无为的日子又不大容易过.那么,就在不相干的小地方和这个社会的头发或

指甲之类开一点不关痛痒的小玩笑罢.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但就个人来说,
当然是什么也说不上,至多至多也不过表现了一点在这样重要的环节里面只是

无可奈何地打打滚的窘相而已.窘相就窘相罢,虽然绝对不能从这里看到什么

历史的表情,但总也算是枝叶的摆动;虽然不过是枯了黄了的枝叶的摆动,但它

们却依然是和历史的主干相连的”.〔２２〕所以,尽管只是“枯了黄了的枝叶”,胡风

仍让这些枝叶和时空相连,和他的主体精神血脉相连.
胡风在开篇说明自己是模仿了曹白的«离沪×日记»,写作的«离渝前×日

记».１９３８年曹白曾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创作了«离沪×日记»,记录了自己被

组织“决定”离开上海之前的情况.和诸多注重人生“飞扬”“斗争”一面的文学作

品不同,«离沪×日记»呈现的多是卑微琐碎的日常和小资产阶级式的软弱、无
奈.曹白当时虽然做着革命的工作,然而却时常在工作中感到难堪的悲哀,生活

的琐碎既已磨去工作的神圣性,勇敢的空言也无济于事,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忍
耐着苦楚,而且忍耐着战斗”〔２３〕,于是用敷衍的语调记录下来,激昂与低沉在这

篇日记里倒了个个儿,在当时显然与时代力美的主流作品格格不入,然而这篇充

斥着空气霉味的作品,却颇受胡风的青睐,成为«离渝前×日记»的“原型”.胡风

曾评价曹白的作品:“如果虚伪的叫喊不一定必然得到战斗的感应,那么,真诚的

叹息也未始不能引起对于残酷现实的憎恨和对于光明来日的追求,更何况热到

发冷正和假到出汗一样,也并非不会有的事情.”〔２４〕而在«离渝前×日记»中,胡
风就表现了这种“热到发冷”的情绪.胡风在日记中写了自己接受命令即将离渝

前的种种情状:去医院看望生病的朋友,才发现无怪乎剧作家们常常以医院为题

材,实在是一家公立医院竟然连基本的设施都无法提供,管理上更是漏洞百出;
朋友的姐姐在家里打赤脚种地养活自己,同时补助留洋的丈夫,然而丈夫回国后

却半哄半吓地离了婚,顺心如意地在某部当着要员,朋友却不敢为姐姐讨公道,
“怕去找的时候会遭到暗算,弄到失踪或者被关起”;而身边文艺界的朋友们也都

陷在各自的平庸与琐碎中,他们中有中国最早的革命者,而终于在一次次“失势”
后,笃信起命运来,早早地须发皓然了;有的在高谈理想之下,迫于生计还是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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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去结交有权势者;有宣称无路可走,想做隐士而不成者人人都是“帮
凶”,在这历史的特殊“环节”,谋杀着别人和自己.然而,胡风并不诿过于人,他
将自己也放在这“帮凶”的一群.孩子不懂为什么自杀也算犯罪,妻子开导他,
“做人有义务,自杀就是逃避义务,对政府完粮纳税的义务,所以算犯罪”;儿子不

服,“但公民也有权利呀,自杀了也就不要权利了,抵不得么!”胡风脱口而出:“你
有什么权利?”本想和儿子开玩笑,“但刚一说出口,我听见我底声音不像开玩笑

的声音,我底心情也不像开玩笑的心情”〔２５〕.这质问不是对于儿子而是对于自

己,自己何尝不是这崩坏的社会的“帮凶”,为着各种不大不小的“恩惠”,陪着笑

脸,有时竟连自己都感觉有点“飘飘然”了,承认“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要

做些零零碎碎的奴才的”〔２６〕.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对他们总要有些真诚.然而

在给小朋友们做演讲时,话题既空泛无趣,实则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为着引

起小朋友的兴趣,索性也就“模仿大演说家,加进一些可笑的说明,配以手势.果

然时时引起了笑声,脸孔也都开朗了”〔２７〕.越是卖力“表演”,获取的笑声掌声越

多,情绪越热烈,就越是远离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色调也就越发灰色阴

冷.然而,这阴冷又实在是由“热”而来,是一种“热到发冷”的情绪.彼时胡风的

“主观论”正受到攻击,在日记里他自嘲为“看不见客观现实的主观大家”〔２８〕.在

胡风看来,最有价值的斗争,不在社会的表面,而是深潜在带着血痕与泪痕的生

活角落里.作家主体只有不断的自我扩张、自我搏斗,才能够与客观对象拥合,
去反映这种深刻的斗争.而作家去深入和拥合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欲求或生活

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曲折复杂的路径,
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

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些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

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２９〕.相比那种精神萎缩、流于表面的旁观,胡风

要求作家不仅要有思辨的头脑,更要以极大的勇气去正视现实,深入生活的肌

理,发现历史的本质,这正是一个情绪从激扬到冷静、由热到冷的过程.在这种

“热到发冷”的情绪下,胡风开启了自己的“内在时间”.
胡风在日记里有一处细节,一位太太在路边摆着豆瓣罐子等人来买,自己心

里暗笑这能卖几个钱,真是不把时间当时间,随即就回忆起在武汉的一幕.当时

武汉形势危急,有办法的人们匆匆离去,然而“一个穷苦的女人拿着油瓶慢慢地

穿过马路,好像是到店子去买一点油回去办她照例的晚餐.炮火就要来了,敌人

底屠刀就要来了,但无数的穷苦的人们无地可走,因而也就不走,依然听天由命

地过着照例的微贱的生活,而我们却丢下他们走了.抬头看一看照在夕阳光辉

里的对江的龟山,它依然若无事然地坐在那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它这样坐在那

里,几百年后几千年后它也一定照样坐在那里,但在它底下面和周围,有多少生

灵忍受了痛苦,遭到了灾殃”.“那以后,我有时会突然记起这一幕,那个女人就

拿着油瓶慢慢地从我底眼前走过.胜利以后,开始只想到坐船回去,因而想到在

武汉停留的时候就有时将那一幕同时记了起来.心里隐隐地怀着一个愿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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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看那马路,从那里望一望龟山,虽然同时也知道,那个女人十分之九不在了,
或者流亡,或者被杀,或者汇进了战斗的队伍里面,但总想去看一看,望一望一定

依然若无事然地坐在江对岸的龟山.”〔３０〕这个女人的身影深深烙印在胡风

心里,乱世里有能力离开的“我们”(包括胡风在内)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然而他

们也就自觉接受了这种“抛弃”,以一种照例的姿态走进历史的灰烬.说到底,抛
弃“他们”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所表现出的从容与安定正是历史深处的民族惰

性.然而这历史的惰性并不单单源于这些无路可走的人,也属于匆匆逃遁的“我
们”,这千百年来沉积的历史惰性潜伏、扩展,形成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听天由

命的女人和匆匆撤离的“我们”组成了整个中国,或者闭目塞听,或者消极躲避,
没有反抗.胡风对于这千百年的历史惰性是极端厌恶的,他几乎笃定那个女人

十分之九不在了,以时间的凝定不可能对抗变动的时代,听天由命的女人不会获

得拯救,她的结果只有３条:流亡,被杀,革命.因此,抗战胜利后,胡风想回去看

看这个象征着历史惰性的女人的最后结局.然而,想到那“依然若无事然地坐在

江对岸的龟山”又让人绝望,它会让死去的女人复活,重复着几百几千年前一样

的生活.这不受“外在时间”影响而永恒凝定的就是胡风在日记中揭示出的“内
在时间”,它将在精神奴役创伤没有得到拯救的情况下永世轮回.

“现在我要走了,这街路白天当然是照例的熙熙攘攘,夜里当然是照例的荒

凉落寞,不会感到因为我曾经多了一点什么,以后要少了一点什么的罢.这就像

我自己,这大宇宙里面的一粒原子,这大中国身上的一个细胞说,在这里曾经给

予了什么,又从这里带走了什么呢? 然而,不论身外有着怎样的爱爱仇仇,或者

说,正因为有着身外的爱爱仇仇,我带走的决不是空虚.真理无处不在,因而随

处可以巡礼,反真理的力量也无处不在,因而随处可以赴敌,怕只怕自己没有巡

礼的心和赴敌的心而已”〔３１〕,临别前的胡风在重庆留下这么一段内心的拷问.
一己之身留给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印记几乎可以忽略,如果一定要说留下了什

么,不过是借助个体与时空的关系所表达的.肉体置身于不同空间,只要与外在

时间保持关联,那么就随处可以赴敌,随处可以巡礼.然而,胡风自己的内在时

间却与外在时间错位,他超越了战时重庆,在民族根因的深处延展了他的时空

观,他的时空因为主体的思考而化凝定为流动.只是胡风没有想到,若干年后,
内外时间的错位会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苏联纪行»«回忆延安»«离渝前×日记»三组散文在一个时间段内相继连载

于«新华日报»副刊,以“苏联”“延安”“重庆”为地标,其政治性含义不言而喻.但

是郭沫若、何其芳、胡风却将各自的“内在时间”输入这些政治性的空间,让它们

和“外在时间”呈现交叉、并置、错位的关系.将这三组散文放在一起考察,既源

自地标上的关联,更是因为在这种关联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这些作品在作者

本人都不是代表作,但在组合中却体现出了参照意义.它们的差异首先源于作

家在思想、艺术上的差异,但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时,这种差异又超越了具体

作家的限制,展现出了超出具体历史时空定位的更为阔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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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２日副刊.

〔２〕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副刊.

〔３〕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１日副刊.

〔４〕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副刊.

〔５〕郭沫若:«苏联纪行»,«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５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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