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作家群并不是一个文学社团，它
没有明确的成立时间。换言之，这个出
现于上世纪 30 年代、由东北作家组成的
群体是文学后人在回望历史时的总结与
提炼。

“相较于同时代的作家群体，东北作
家群的特征之一即是‘流亡’。”多年专注
研究东北作家群的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文艺评论家白长青
这样说。

如果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多
种文化交织之下的东北人的性格底色得到
了确认，那么，近现代历史的纷争与战火则
加速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演进，催生了带
有浓郁东北地域特色的群体——东北作家
群的出现。在这个时间轴中，1931 年的

“九一八”事变具有节点意义。
上世纪30年代，在东北这块特殊的地

域上，几种来自不同方向、分属不同类型的
文化互相撞击、互相融合。在其接合部上，
形成了一种文化交叉点。它向不同方向扩
延的结果，就诞生了一块新的亚文学出生
的区域。坚持现实主义思潮的进步文学青
年的成长，又为东北作家群的问世准备下
了人才这一因素。

他们目睹了生于兹、长于兹的美丽家
园在敌人的炮火与烧杀抢掠的摧残中成为
了人间地狱，听到了东北民众在侵略者铁
蹄下的呻吟与求助。这样的际遇，让他们
的笔触深入东北广袤的黑土地里，文字中
流露出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
粗犷的地方风格。

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在远离故土的
异地他乡翘望故乡，用饱含着热血与泪
水的笔墨，书写着东北的山峦沟壑、荒漠
莽林，以及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民
众，在一路的颠沛流离与饱经风霜中，在
文字中实现了精神返乡。

他们用文字观照着故乡，也观照着自
己曾经美好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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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百转千回，总有一条
幽径，通向这里，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宫门口二条19号——昔日的鲁迅故居，今天
的鲁迅博物馆。

“刘军、悄吟兄：
一日信收到。我的选小说，昨夜交卷了，

还欠一篇序，期限还宽，已约叶定一个日期，
我们可以谈谈。他定出后，会来通知你们的。

悄吟太太的一个短篇，我寄给《太白》去了，
回信说就可以登出来。那篇《搭客》，其实比《职
业》做得好（活泼而不单调），上月送到《东方杂
志》，还是托熟人拿去的，不久却就给我一封官式
的信。今附上，可以看看大书店的派势……”

这是我们在鲁迅博物馆中读到的 1935
年3月1日鲁迅写给萧军、萧红的信。博物馆

内，收藏着鲁迅致104位亲友的1140封书信，
其中致东北作家萧军、萧红的信函有 53 封。
这些书信，写于 1935 年初至 1936 年 10 月鲁
迅去世前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文采熠熠、辞
趣翩翩的珍贵手迹，饱含着鲁迅先生与东北
作家之间深厚的情谊。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作家陆续到
达关内，大致活跃于南北两边。集中于上海的
有萧红、萧军、李辉英、穆木天、舒群、高兰、罗
烽、白朗、骆宾基、孔罗菰、林珏、耶林等。而北
边活跃于北平（今北京）的有端木蕻良、马加、
杨晦、于毅夫、丘琴、师田手、刘澍德等。

1932年，李辉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联刊物
《北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同时
也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第一篇描写东北抗

日救亡的小说《最后一课》。其后数年，作家
萧军、萧红写出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舒群写出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写出了
以沦陷后的沈阳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第七个
坑》；骆宾基写出了表现东北早期抗日游击队
生活的小说《边陲线上》；马加写出了《登基前
后》；端木蕻良写出了《科尔沁旗草原》等等。
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
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带给
关内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
人物，新的背景”，令国人为之震动，引起文坛
的瞩目。特别是在当时作为全国进步文化活
动中心的上海，他们感受到了上海左联作家
们的呵护与关爱，更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
提携。

东北作家群带给文坛全新的场面

1934年冬，萧红、萧军逃离青岛，来到上
海，从此和鲁迅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交往。
鲁迅在重病之中，放下自己手中的译稿，看

“二萧”小说初稿，改错字，向报刊推荐，为两
位无名青年的新著作序。

1935 年 12 月，鲁迅自己出钱，将《生死
场》和《八月的乡村》纳入“奴隶丛书”系列
出版。有人说这是“鲁迅伟大的心与东北
文 学 之 心 从 此 建 立 了 伟 大 而 直 接 的 联
结”。鲁迅于“二萧”的意义，自然不止于为
新著作序和出版，鲁迅对他们的创作还给
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鼓励。敏锐的鲁迅用寥
寥数语便捕捉到他们作品的闪光和可贵之
处，对于尚处创作起步阶段的“二萧”而言，
是极大的肯定。鲁迅不仅奠定了“二萧”在

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东北文学入关
搭建了桥梁，促进了东北文学在现代文学
史上意义的生成。

今人品读萧红的文学作品，会沉迷于
她独有的诗化气质，这种敢于打破传统障
壁的精神气质，投射在文学作品上，或许就
是鲁迅所说的“越轨的笔致”。鲁迅一直所
称颂的，便是要敢于直面生活的惨烈。鲁
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称赞萧
红刻画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和挣
扎的力气”。

在为萧军《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中，他
预言：“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
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虽
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

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
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
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
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
死路与活路。”

萧红与萧军的抗争精神，反映到创作上，
便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不加粉饰、无所顾忌的
姿态，不加雕琢、随心而至的文字，把残酷、冷
漠的场景画面，铺展到读者眼前，这让鲁迅视
为知音。鲁迅在两篇序中的文字不仅是对

“二萧”作品艺术特质的勾勒，更是高屋建瓴
地指出了东北作家群乃至东北现代文学的某
些共有特质和意义，第一次准确、系统地提炼
出东北文学的精神气质。

鲁迅提炼出东北作家群的共有特质和意义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九一八”事变 90 周年。于此之
际，回望历史，100 年前和 90 年前的这两次大事件，对辽宁文艺而言，正是
一个篇章的开端。

辽宁是文化大省、文艺大省，艺术门类丰富，创作资源丰厚，自上世纪以
来，各艺术门类均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品、优秀人才，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
群体、文艺流派，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

所有这些成就的叙事原点，肇始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
启蒙，酝酿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触发于“九一八”
事变后的国仇家恨。

从那时起，东北作家群崛起，在延安的大熔炉中淬火新生。再次回到故
土的文艺工作者，让革命文艺的种子遍撒辽宁大地，让现实主义精神这条血
脉，贯穿于辽宁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 70余年历程，成就了辽宁文艺深具地

域文化精神、现实主义精神、大工业精神等鲜明特征。
沿着这条辽宁文艺史的发展脉络，梳理和总结成就，提炼辽宁文艺的独

特气质，着眼点仍在当下，让今天的文艺创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增强文
化自信中，更好地打造和传播新时代辽宁文化形象。

我们采用了重回文艺现场的方式，与几十年里那些历久弥新的优秀作
品、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有影响力的文艺群体、文艺现象、文艺思潮、艺术流
派再次相遇。这现场，或是文艺家们的创作灵感来源地，或是已故艺术家的
故居、纪念馆，更可能是他们正生活于其中的火热当下。在现场，很容易与
他们产生时空交汇，可以想象自己也是这里的主人，在书房里、在田野里、在
历史里，用他们的视角去看彼时的风景。

循着这条文脉，让我们跟着文艺家和他们的作品回“故乡”，领略文艺最
初最鲜活的样子。

循着这条文脉，领略辽宁文艺最鲜活的样子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掠过人们的顶
空，掠过白桦林的高梢，飞向天的一边去。那
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无
绵尽的远山……”这段文字出自东北作家萧
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开篇。

驱车从锦州市内一路向西北，热闹渐行
渐远。当喧嚣的城乡接合部也被车轮甩在身
后，大片大片裸露的缺乏水分滋养的土地开
始闯进眼帘。远处，青山连绵。

随着车子渐渐驶近萧军的故乡——锦
州凌海市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八月的乡
村》中所描写的田野、远山、树林等元素越发
多起来。

淹没在村里民宅之中的萧军故居既普通
又独特。说其普通，是因为经过修葺后的故
居仍然保留着当年辽西民宅的格局、特征与

风貌；说其独特，则是因为经过近百年的岁月
变迁，村里的大多数民宅已经多次翻新，越来
越趋于现代气派，唯有这座故居修旧如旧。

在岁月长河中，萧军故居的建筑意义在
一定程度上暗含了“东北作家群”的坐标意
义——淹没在众多群体之中，但又因为具备
时代特征、地域特色而独树一帜。

幼年丧母，再加之父亲暴戾，如此的成长
环境让萧军形成了直率刚劲、敢于反抗的个
性。在萧军故居的展厅里，悬挂着萧军青年
时期的照片，那时的萧军，眼神凌厉，棱角分
明的脸上，写满了不驯与反抗。

“厨房间的边缘钉着一圈狗皮，为的是遮
风，因为北方的冬季，就是门缝一隙空，那风
吹进来，也会使一天烧三十斤煤的火炉失去
热力。”在《混沌》中，骆宾基寥寥数语，就写出

了数九寒天里的东北生活的与众不同，以及
寒风的野蛮与威力。

东北，幅员辽阔，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交
错聚集的区域，在这片白山黑水的广袤大地
上，渔猎、游牧、农耕文化相互交织。尤其是
不少远古少数民族诞生在这里，他们的彪悍
与果敢，既源自这片土地，又反过来对东北文
化进行了渐进改造。

如果说远古历史文化成就了东北人
文化性格的主色调，那么从晚清至近代，
这片沃土惨遭列强蹂躏，这样的大环境，
则锤炼出了东北人执着刚毅、雄健磊落、
不屈不挠的地域精神。这样的文化品格
与地域精神，已经融汇在东北作家群每一
位作家的血脉与基因中，也呈现在作家们
的文字里。

刚毅雄健磊落的地域精神塑造了东北作家群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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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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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 纪 30 年 代 ，在 中 国 东 北 有 一 群
年轻的作家，他们大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同时也经历了“九一
八”事变，目睹了国土沦丧的过程。他们
无 法 接 受 当 亡 国 奴 的 命 运 ，纷 纷 流 亡 到
关内。

“九一八”不仅改变了东北的历史和命
运，也改变了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道路，他
们将自己的创作融入社会剧变的洪流中，
纷纷拿起笔，书写在故乡的土地上所发生
的一切。

他们，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

笔的东北作家群。他们是由五四新文学过
渡到全国抗战文学的桥梁。他们的创作，
以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革命性，预告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
给东北文学和辽宁文学注入了关注现实、
书写现实的基因。

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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