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陈妙然 ■版式：李瑞海 ■责校：魏铼
专版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38

萧殷，这位深度参与并影响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发展进程的文艺工作者，是
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守夜人，也是广东文
艺评论工作的开拓者。他朴素坚实的足
迹，回荡着人民文艺事业的深远回声。

萧殷，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艺批
评战线重要的评论家、《文艺报》创刊初
期三位主编之一、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中
文系创建者，广东省作协成立70年来在
中国文学界领风气之先的代表之一，至
今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

奋进·革命·朴素
萧殷的人生春秋

萧殷出生于 1915 年中秋，原名郑
文生。家境贫寒的萧殷努力读书，从小
就受到了革命理想的感召。1925 年北
伐军第二次东征过境，年仅 10 岁的萧
殷开始了对美好未来的变革憧憬。读初
中时，萧殷初步展露文学才华，他与一
些文学青年创办了《湖畔》，并在第二
期 《湖畔》 上发表了小说 《明天》 和

《风雨之夜》等散文。中学毕业后，萧
殷到广州谋生，考上了广州市立美术学
校。在广州学习一年后，萧殷因贫辍
学。辍学后萧殷到龙川乡村师范教绘
画，1934 年转到佗城小学任教，1936
年春转至龙川县民众教育馆工作，自此
结识了当地的一些革命者，开始从事一
些革命工作。其间，萧殷写了《借贷》

《倒闭》等小说，散文《哥哥的脸》，以
及报告文学《年关杂写》等。1936年1
月，萧殷离开佗城，到广州参加多次革
命活动，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写了
许多杂文批判现实，并在《珠江日报》上
发表。另有一些散文在《黑暗》《市民日
报》等发表。1936 年 8 月，萧殷与赖少
其、杜埃、楼栖等一批进步青年会集到白
云山麓黄婆洞，酝酿成立“广州艺术工作
者协会”，公开发表成立宣言。

1936 年 10 月初，苦闷中求索的萧
殷，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简
要介绍了广州革命斗争的形势，一并寄
去散文《温热的手》。萧殷日夜期盼鲁
迅先生的回信，没想到先生在收到他的
信稿 10 天后就逝世了。鲁迅在 10 月 9
日的日记上有“得萧英信并稿”一句，
纸短情长，见证了他们交往的历史瞬间
与精神联系。

1936 年 12 月，萧殷与赖少其等逃
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
防护团”兼任战地记者。1938年1月，
萧殷从上海撤退到武汉，参加范长江等
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编辑机关刊
物《新闻记者》月刊。1938年8月，萧
殷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38年10月17日，萧殷在延安加入中
国共产党。毕业后，萧殷被分配到中国
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工作。1941
年萧殷从太行山再次回到延安，在中共
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后在
延安中央党校四部任教员。

萧 殷 1937 年 起 进 入 报 社 工 作 ，
1937 年担任 《新中华报》 编委，1939
年任华北 《新华日报》 编委兼特派记
者，1945 年任 《晋察冀日报》 编委兼
副刊主编。1946 年萧殷在北平编辑

《解放三日刊》，兼任新华社北平分社采
访部主任。1947年4月，萧殷调到华北
联大文学系任教，负责讲授《创作方法
论》 等课程，重点讲解典型论。1947
年，他在《冀中导报》编发徐光耀的处
女作《周玉章》并加按语推介，这是他
扶持青年作者的起点。1948 年，萧殷
任《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萧殷出席会
议并担任会务工作。随后，他被分配至
刚刚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
（中国作家协会前身） 工作，1950 年 1
月至 1952 年 1 月任 《文艺报》 主编。
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期间，萧殷还
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外辅导老师。
1953 年上半年，与陈涌共同负责 《人
民文学》 编辑部全部工作。1953 年，
中国作家协会创办《文艺学习》月刊，
萧殷任编委。1955 年萧殷任中国作协
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
所 （鲁迅文学院前身） 副所长，1958
年任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1960 年是萧殷人生中的一个重要
年头，也是广东文坛的一个新起点。这
一年，萧殷回到了广东，到故乡龙川体
验生活，创作长篇小说。当年 11 月，
萧殷当选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党组副
书记。1962 年 1 月，广东省作协 《作
品》杂志复刊 （新一卷第一期），萧殷
任副主编。20 世纪 60 年代，萧殷在

《羊城晚报》上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
分会理论研究组”名义发表了《熟悉的
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论〈金沙
洲〉》。1978年年底开始，萧殷组织在
顺德和广州召开文艺界座谈会，研究文
艺形势、文艺战线，直到 1983 年去
世。其间，萧殷铸造并深刻影响了广东
的理论批评风气和学术精神，培养了广
东两代文学评论家，构建了广东文艺批
评的基本队伍，创办了广东省作协的理
论研究部门，并于 1983 年创办中国第
一份文艺理论月刊《当代文坛报》。

萧殷的一生，是奋进的一生，是革
命的一生，更是朴素的一生。在 25 岁
风华正茂的时候，萧殷的教员、记者、
编辑、作家的四重混合身份开始确立。

而他的职业和事业框架，则在32岁时基
本已经成形。此后，萧殷一直努力耕耘
在共和国文化事业的田野上。1985 年
萧殷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
1986 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
这正是对他朴素恬淡而又热血无悔的人
生春秋的最好奖赏与评价。

体察者·书写者·燃灯者
萧殷的文学背影

回望 20 世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萧殷无疑是独特的那一个。萧殷较早就
开始就从事革命事业，他用自己的笔
（包括画笔）、眼睛 （包括相机镜头），
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参与和见证了中
国革命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进程。萧殷
用心锻炼自己，也热心培养他人，萧殷
始终与战友们、与人民群众在一起战
斗，一起前进。温儒敏高度评价萧殷，

“他不但是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同
时也是杰出的文学事业组织者。他的整
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

萧殷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是
创作者的一生，也是关爱者的一生，他
是共和国文学文化事业的体察者、书写
者、燃灯者——这不仅是萧殷当年砥砺
前行在历史现场中动人心魄的足迹，也
是他镂刻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催人
奋进的文学背影。

萧殷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现场体察
者。在早年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萧殷主
动接受革命的感召，从此奋不顾身参与
到革命文化事业当中。在萧殷的人生履
历中，他当过战地记者，办过战地报
纸，从事过根据地的新闻传播工作，同
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将
革命实践与理论素养、文学创作进行即
时结合，文艺与革命互相激荡，相互增
益，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点点滴滴、
切切实实的贡献。显然，萧殷的那些在
根据地里战地氛围中创作的作品，宣传
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
到，萧殷写下了许许多多的战地通讯、
战地新闻，及他作为战地摄影记者拍下
了许许多多的照片和记录性文字，也从
另一个侧面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那
段纷飞战火笼罩下的岁月感知。作为中
国革命事业的历史现场的体察者，萧殷
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事业的意义，
在此不在彼。

萧殷是中国革命思想、生活与情感
变动的书写者。萧殷的一生，是文艺工
作者的一生。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萧殷，
不仅从事文学创作，他也同步参与、主
导着革命文化事业的组织、传播、培
训、教育工作。事实上，在当代中国，
文艺工作者的角色远比文学家丰富，充
满着变革年代特有的张力，也更能涵盖
萧殷的历史意蕴。萧殷作为连接共和国
前后的文艺工作者的典型，尤其值得开
掘。在这个意义上，萧殷那些特写与报
告风格浓烈的文学创作，对根据地等革
命现场即时性互动的写作，以及融教
员、记者、编辑、作家的四重混合身
份，乃至于兼有党政、新闻和文艺的特
殊职业和事业框架，都可以得到丰富饱
满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情境理解。萧
殷曾说：“现实生活既多彩多姿，值得
用彩笔去描绘它，又有汲之不尽的源
泉；只要作品不腐蚀人们的心灵，不败
坏人们的趣味，能将人们引向一个美好
的方向——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最后胜
利。”联想到萧殷的书写趣味和宗旨所
在，他的这番话，显然不仅仅是在谈题
材或者论写作，而有着更宽广的怀抱，
更遥深的寄慨。

萧殷是 20 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事
业的燃灯者。萧殷朴素的一生，最让人
感念的，当然还是他对文学青年，尤其
是底层的文学爱好者的赤忱扶助与拳拳

关爱。萧殷曾以《论文学与现实》等大
量接地气、蕴民气、有骨气的著述，开
创了中国文学评论新境界，更以近百万
字的文学书简悉心培育无数基层文学青
年；他始终亲自致力于共和国革命文化
事业和文学工作，也始终热心积极帮助
了几代文学青年成长，可谓是一批后来
成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的文学青年的伯
乐。这方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例子，
大概就是他对时为普通文学青年王蒙的
提携与奖掖。在王蒙眼里，萧殷正是发
现其文学才华的“伯乐”，这份情谊让
他一直感怀在心，并屡次撰文怀念恩
师。1987年6月30日，在给萧殷夫人陶
萍女士的信中，王蒙说：“萧殷师一生勤
勤恳恳，‘俯首甘为孺子牛’，许多年轻人
受到他的教益。回想五十年代，我二十
岁的时候，他对我的极不成样子的处女
作初稿《青春万岁》的鼓励和指点，回想
在赵堂子胡同萧殷师的小院谆谆受教的
情景，永世难忘。”

战士·斗士·文士
萧殷的品格

萧殷是真真切切的战士。萧殷从底
层生活当中一路走来，从底层困苦挣扎
的生活中走来，真切认知到中国社会的
变革需求和希望所在，出于实践考察和
思想觉悟而主动参与到民族解放与伟大
复兴的事业当中。萧殷持笔从戎，参加
前线的战地新闻采写与报道，从战地摄
影、采写报道到办报纸，从文员培训到
文学教育，萧殷历经新中国文化事业的
草创期与开创期，历经战火纷飞的岁
月，从延安走到北京。作为新中国文学
文化、新闻传播、教育培训事业的见证
者和从业者，他始终坚定地与新中国一
道前行。

作为一名战士，萧殷表现非常勇
敢，非常坚强。1940年1月，报社派萧
殷到冀南采访平原游击战及政权建设的
经验，2 月到冀南时适逢“剿逆”战
争，他只好随军赴前线，转战一个多
月。3月，萧殷跟随王宏坤副司令员回
军区司令部，以最快速度急行军200余
里。时至半夜，在匆匆出村口时，萧殷
忽然被马踢，致左腿胫骨被踢碎，送入
军区医院治疗两月无效，膝盖以下将要
腐烂，医生建议截肢。“没有腿，我还
怎么打鬼子!”萧殷坚决拒绝。事后，
萧殷被冀南军区评为“二等乙级残废荣

誉军人”。一个亲历战火前线的作家和
战士，这正是萧殷不一样的地方。

萧殷是刻苦自励的斗士。萧殷是自
学成才的作家，是自觉学习的作家，是
始终自觉接受先进的理论，结合自己生
活实践，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勤勉写作
的作家。萧殷不仅自学革命理论，努力
摘抄各种知识习得，还自学书法，自学
书籍装帧，自学摄影，自学写作。在这
个角度上，萧殷无疑是斗士，敢于挑战
未知，挑战困难，更是挑战自我。萧殷
是跟随着中国革命历史浪潮一道前进的
作家，他接受的正规教育并不太多，但
是他非常主动学习、热爱学习，也善于
学习。萧殷在《月夜·后记》里说：“虽
然当时担负了很重的理论工作及评论工
作的任务……但还是本性难改，对自
己一向习惯了的形象思维，依然很有
兴趣……我只要一离开办公室，一深
入到农村中，深入到人民斗争的漩涡
里，深入到人民生活气氛的中间，我每
次都不由自主地提起笔来，不是写一两
篇小说，就是写几篇散文。”

萧殷是文士。萧殷的“文士”，更
指向传统与现代融通的品格。无论是革
命战争年代，还是思潮论战的特殊时
期，萧殷始终洁身自好，最大限度地尊
重他人，保全自己。但萧殷又不是封建
朝代拘泥于清风傲骨的名士，他始终心
系群众，自觉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
革命事业最需要的是人，最宝贵的也是
人，靠个人英雄主义并不能成就伟大的
事业。萧殷非常自觉地投入到文艺大众
化事业中。对萧殷来说，个人成名成家
并不重要，培养共和国文化事业接班人
事业更为重要。正如萧殷自己所说：

“有什么办法呢？即使到现在，还不断
地有青年写信来要求解答那些基本问
题，其中有些问题，实际上三十年前已
经解决了。既然这些问题仍然不断地被
提出来，我就只能不厌其烦地再三进行
阐述了。”萧殷花费巨大心力辅导文学
青年，答复基层文学爱好者，与基层的
写作者频密而朴素地交往，留下了许许
多多与这些爱好者、写作者和民众读者
的通信。那一捆一捆的编读往来材料，
有些为了普惠更多的写作者而发表了。
更多的、一对一的辅导和沟通的信札，
流落到千千万万的群众当中、生活当
中。我们很难想象，这一种文艺大众化
的工作力量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相
信，萧殷的那些温暖的回信，那些或长
或短的文艺答复，一定照亮着基层文艺
工作者暗夜前进的路，温暖了他们向往
光明的心。

由此可见，萧殷是自觉贯彻文艺大
众化的文艺工作者，他将学习和生活与
革命事业结合起来。萧殷写作的自觉是
现代文士的品格，这是他发自内心对人
民解放事业的热爱与追求，更是心系群
众、扎根基层的现代中国知识者的思想
觉悟和日常行动。这也许是因为他曾经
亲历战地新闻事业的战士日常，因此才
有着新时代同行者的独特心路历程与朴
素自觉。

萧殷无论是做文艺教员，当写作辅
导者，还是作为文化行政事业的管理
者、参与者与组织者，他都没有忘记过
自己作为时代同行者的初心。尤其是
他作为位居共和国文化事业重要岗位
的管理者，萧殷依旧朴素低调，无欲
无求，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
都是非常难得的。萧殷永远是共和国
文化事业的服务者与呵护者，他为中
国文艺大众化事业倾其所有、呕心沥
血，他既有文的知识和才华，也有士
的品格和操守。萧殷无疑是有才华的
作家，但他的重心始终是在于培养更
多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在于整个共和
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壮大。萧殷没有
个人的私心，也没有所谓的小圈子，
他着眼大众的、整体的事业。正因为
这样，萧殷让我们深深怀念——他是
纯粹的人，是朴素的人，是脱离了狭
隘才子趣味的人，是行走在文艺大众
化的宏伟事业道路上的人。

回望萧殷
□傅修海

梳理萧殷的人生轨迹，放眼 20 世纪中
国文艺思想史，毫无疑问，萧殷算得上 20
世纪中国现象级的文艺典型人物——他不仅
仅是文艺界领导、有才华的作家和光荣的战
士，也是与广大写作求索者有着普遍而广泛
联系的、接地气的文艺工作倡导者、组织者
和推动者。

萧殷的著述可谓宏富，更有着相当宽
阔、有代表性和辐射力的文艺人事往来。上
述这些考量，都清晰地呈现为刚刚出版的

《萧殷全集》（10卷）。我们相信，和许许多
多的“全集”一样，《萧殷全集》（10 卷）
肯定是不够“全”的。但即便以此为准，

《萧殷全集》（10 卷） 的体量和丰富程度也
已经相当令人震撼。

就文学创作而言，《萧殷全集》含“文
学编”4 卷、“书信编”3 卷、“影存集萃
编”1卷、“岁月留痕编”1卷、“年谱编”1
卷，总字数400余万。其中“文学编”收入
文学创作类的作品105篇，文学评论类有3
卷，含文论探索、作家作品论、文艺时评
等 69 篇，创作论、文体论、写作论等 71
篇，文学问答、文学访谈、文学飞鸿、文
学序跋等 75 篇。从 《萧殷全集》“文学
编”来看，萧殷的文学史意义非常特殊。
除了一般作家和评论家共有的特征之外，

《萧殷全集》里的文学家萧殷，就已经是非
常突出的典型。萧殷文学批评的文字形
态、探索方式、互动通道与文论旨趣，证
明了他是一个丰富而有意味的个案。萧殷
曾经当过战地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根据
地报刊主编、国家级文艺报刊总编、国家
权威文艺研习机构负责人、华侨高校中文
系创始人、省级作协负责人等，其文艺事
业脉络的覆盖面之广、涉及人数之众、牵
涉人事之多，更是令人震惊的存在。

萧殷现象的特异之处，也同步呈现在
《萧殷全集》“书信编”3卷。“书信编”收
录书信1100余通，既有萧殷与鲁迅、郭沫
若、巴金、艾青、丁玲等文坛大家的往来
通信，也有辅导王蒙、陈国凯、程贤章、
弘征等不同时期文学青年的文字往来实
录。此外，还收录了一些萧殷写给友人、
家人的书信。

萧殷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文艺或
者文学，也在于他在当代中国文化史和思
想史上的特殊贡献。这一点从 《萧殷全
集》 的 构 成 即 可 见 。《萧 殷 全 集》（10
卷），除了主体部分的“文学编”4 卷和

“书信编”3 卷之外，还有“岁月留痕编”
1 卷、“影存集萃编”1 卷、“年谱编”1
卷。“岁月留痕编”收录了萧殷早年发表的
作品手稿、手写简历、口述、笔记摘抄、
未完稿等珍藏品、去世后收到的唁电与悼
念书信、相关研讨与纪念文字等。“影存集
萃编”以丰富影像展示萧殷工作、写作、
与朋友交往、培养青年作家、家庭影像和
对家乡的眷恋等 8 个专题。这些影像瞬
间，再现了许多珍贵历史影像，将成为考
证某些历史事件的依据。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萧殷全集》不仅
收有来自萧殷的22部著作、340篇文章，以
及与同事、学生、亲友的大量往来书信，还
收入了可以纵观萧殷一生的“年谱编”。萧
殷留下的珍贵笔记和照片，固然留存着特定
时代的色彩，这些不仅是理解萧殷的重要资
料，更是探讨、研究、思考逐渐远去时代的
重要文献。

萧殷是非常朴素的人。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弘扬民族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语境里，
广东省委宣传部特批资金，花城出版社、河
源市图书馆、萧殷文学馆等多方筹措、共襄
盛举，群策群力编辑出版《萧殷全集》，此
举意义重大，内涵极为丰富。一方面，这固
然是为了致敬这位朴素的共和国文化事业的
燃灯者，因为他奋斗一生留下的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珍惜和学习。另一方面，这也是为
了更开阔、更丰富、更饱满地理解20世纪
中国文艺发展的场态和生态，更深刻地理解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艰辛走过的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

当然，对于萧殷，人们最好的怀念和
致敬，就是读他的书，学习他的思想，传
承他的精神，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就此而
言，编辑、出版、阅读《萧殷全集》，本身
就是学习萧殷的有机组成，这就是对萧殷
最好的纪念。如此，则萧殷之幸，也是

《萧殷全集》之幸，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思
想之幸！

《萧殷全集》：
最好的纪念
□傅修海

鲁迅日记
（1936年10月
9日手稿）。

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左起：萧殷、巴金、蹇先艾、
陈沂，197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