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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研究】

为人生而艺术: 重估周恩来早期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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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文学性”的角度而言，1914 年至 1937 年不仅是周恩来文学观及其创作的萌芽期，而且也是爆发期

和成熟期，其文学观可以概之为“为人生而艺术”。在“为人生而艺术”文学观的引领下，周恩来进行了多样化的文

学创作尝试，诸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周恩来所创作的文学作品，

内容丰厚，意蕴悠长，形式新颖，完全可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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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恽代

英、邓中夏等不仅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且也

具有出色的文学天赋，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创

作活动已经得到人们的肯定并被载入史册［1］。
与此同期，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也有着明确的文

学追求和丰富多样的文学活动，但一直以来未

能得到文学史家的恰当叙述而处于缺席的境

地。一部成功的文学史著作不应该忽略任何一

位参与文学发展的建构者的功绩，因此，有必要

重新探讨周恩来早期的文学活动并为其在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一席之地。一般认为，周恩

来的文艺思想经历萌芽( 1914—1937 年) 、形成

( 1937—1949 年) 、发展 ( 1949—1976 年) 三个

时期［2］1。综观周恩来在这三个时期的文学活

动，最富有鲜明的文学性及其创作特色的无疑

是第一个时期，即 1914 至 1937 年。美国进步

作家斯诺曾说周恩来“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

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

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

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3］44。
这便 说 明 从“文 学 性”角 度 而 言，1914 年 至

1937 年不仅是周恩来文学观及其创作的萌芽

期，而且也是爆发期和成熟期。此后，因为“民

族觉醒”的合力，周恩来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

别的方面去了”。本文从“文学性”的视点来考

量周恩来文学观的形成、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以

及其早期文学活动的文学史价值。

一、为人生而艺术: 周恩来的文学观

“烟霾布正浓”———周恩来文学观的形成

背景。
周恩来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悲惨时代。周恩来 6 岁时，便开始在

外祖父家念私塾。嗣母陈氏是周恩来的文学启

蒙老师，《窦娥冤》、《西厢记》、《西游记》等文

学故事以及太平军、义和团等草莽英雄反抗压

迫的事迹，都给童年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0 年夏，12 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跟伯父去

了东北。1911 年进入沈阳( 当时的奉天) 东关

模范两等学堂上小学。这一时期，周恩来各门

功课的学习成绩均为优等。课余时间喜欢阅读

《史记》、《汉书》、《离骚》等中国古代文学名

著，增强了文学素养。1913 年，周恩来考入了

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期间，周恩来耳闻目睹了

社会黑暗、民族危亡的现实，激发了他深厚的爱

国情感以及“为中华之崛起”而认真学习的顽

强精神。周恩来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许多宣传

革命真理的书籍，如顾炎武、王夫之等的著作，

以及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严

复翻译的《天演论》，进步刊物《民权报》、《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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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大公报》等。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组织

和从事进步的文艺社团活动。1914 年 3 月，他

和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文艺社团———敬业乐群

会，该会下设新剧团、演讲团、军事研究团、国文

研究团等，创办了《敬业》刊物。《敬业》是一种

学报性质的半年刊，是周恩来文学萌芽期的实

践阵地，刊有周恩来用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写

的诗词文章。周恩来的文学处女作《春日偶

成》就发表在 1914 年《敬业》学报创刊号上。
诗作表达了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猛烈抨击以及

对真理光明的追寻向往。1920 年 11 月至 1924
年 9 月旅欧期间，周恩来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同

实地考察、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在

思想上实现了新的飞跃，在文学上也有了新的

发展，创作了报告文学《旅欧通信》。1924 年 9
月，周恩来离开欧洲，回到国内，先后参与领导

了黄埔军官学校、统一广州、北伐战争、上海工

人武装起义、反对“四一二”事变等重要的政治

军事活动。革命活动虽然紧张忙碌，但他从未

放弃文学之笔，文学成为他战斗的利器。如组

织成立“血花剧社”并亲身实践，倡导江西兴国

民歌，撰写讨伐国民党的社论［4］，等等。正是在

这种腐败政治、黑暗统治、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激发下，周恩来的文学性厚积薄发，以“文学”
之体抒发诗意情怀和信仰追求，创作了一批具

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作品，体裁涉及诗歌、小说、
话剧、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各个方面。
“以切合人生为范围”———周恩来文学观

的本质内涵。
周恩来在 1919 年 7 月 12 日发表的《〈天津

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断趣》中提出: “现在世界

最新的思潮是讲‘实验主义’。我们学生尤应

当将我们所学的去求实验。这也是王阳明所说

的知行合一的主旨。”“新闻的记载以有关于社

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对

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解

析，公允正确的批评。”“介绍国民必须的常识

于社会。”“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文艺

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5］419-420 这种“知行

合一的主旨”、“最新思潮于社会”以及“以切合

人生为范围”的新文艺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

“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和追求。这比起

1920 年 1 月茅盾在《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

么?》中初 次 阐 述 的“为 人 生”的 文 学 观 以 及

1921 年 1 月 4 日文学研究会成立时所阐述的

较为系统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在时间上

都要早许多。这足以见出周恩来对文学与生活

之关系认识的敏锐性和深刻性。
作为周恩来文学观的本质内涵，“为人生

而艺术”在周恩来文学实践中表现在: 一是关

于“古今”文学关系的处理。1915 年前后，周恩

来以实际行动参与并支持文学革命，热心提倡

白话文，积极开展新剧运动，对《新青年》同仁

“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

成”［6］25。与此同时，他也关注旧文学，研究与借

鉴旧体诗，吸收旧体诗形式上的优点，革新旧体

诗内容上的陈腐。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曾在

《敬业》学报上刊文，讲自己童年在家乡淮阴岳

飞祠中看到的题诗: “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血

泪洒英雄。奇冤长恨埋三字( 即“莫须有”，引

者注) ，和虏终惭失两宫。南渡江山悲逝水，北

征鞍马付秋风。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

照红。”观诗有感，认为“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

新颖 出 群，不 落 窠 臼; 少 陵、太 白 殆 兼 而 有

之”［5］140。中肯的诗评显示周恩来不凡的文学

功底以及对古代诗文的独特体悟，也昭示了周

恩来在对待旧文学方面持以批判继承的原则。
这在激烈反传统的五四时代，不能说不是一种

远见卓识。二是对于“中外”文化关系的处理。
周恩来一直主张中西文化、中外文学的相互借

鉴、促进与融合。周恩来曾说: “泰东西的文化

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

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

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

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民族，岂不

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6］32为此，周恩来

亲身践行，积极地向中国文坛输送异域文化和

文学养料。他在《吾校新剧观》中便介绍了西

方戏剧的流派、品种、发展潮流等。在报告文学

《旅欧通信》中不仅仅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

状况，而且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以及文学样

式。这足以说明，周恩来在实质上暗合着五四

的文学革命精神，即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来建构

中国的新文学。

二、文为心声———周恩来

文学观的具体实践

在“为人生而艺术”之文学观的指引下，周

恩来进行了多样化的文学创作尝试，如诗歌、小
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尤以诗歌、报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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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戏剧活动最为卓著。例如，周恩来在南开剧

社先后饰演了十部剧中的角色，且多为主角，他

甚至 集 编、导、演 于 一 身，不 仅 是 一 个“多 面

手”，而且显示了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7］。综观

周恩来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题材多样，形式新

颖，意蕴悠长，完全可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总体框架中进行叙述。下面仅以诗歌、话剧、报
告文学为例来解读。

首先，生命的情绪———周恩来的诗歌创作。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当新诗尚处于萌芽

状态时，周恩来便身先士卒，以别致之作为新诗

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周恩来现存诗歌 19
首，几乎都作于 1914 至 1937 年这个时期，质量

上乘。他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等八首新诗所

寄寓的“人生主题”自成风格，即使现代诗坛在

当时并没有接受它，但在“史”的坐标上，这些

诗歌无疑存在着较高的认识价值及美学意义。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作于 1919 年 4

月，刊于 1920 年 1 月《觉悟》杂志创刊号。作者

有感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自身求学日本

的经历，发出“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的人生感慨，体现了追求的曲折性。道路虽为

曲折，但因为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坚

定信仰，因此前途也隐现着光明，诗人充满着憧

憬，于是，产生了“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这句颇有象征意味的诗句。整首

诗歌，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语言清新，诗味充

盈，完全可以纳入 20 年代的浪漫主义诗歌中进

行评析。
《死人的享福》作于 1919 年 12 月，刊 于

1920 年 1 月《觉悟》杂志创刊号。这首诗歌与

鲁迅短篇小说《一件小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从创作时间来看，《死人的享福》比《一件小

事》早半年出现。从创作质量上来看，该诗题

材新颖———车夫，情感质朴———人道，语言清

新———白话，比胡适的新诗《蝴蝶》、康白情的

《草儿》、臧克家的《老马》都毫不逊色。可以

说，周恩来的这类新诗无不释放着极具个性色

彩的生命情绪，立人的意识显露无遗，它们理所

当然地汇入了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之

中。赵朴初曾说: “周对于诗道不仅有极高的

天赋，而且还下过极大的苦功; 五四前写的传统

旧体诗，风骨开张，才气横溢，五四后转向新体

诗，也是卓有成就，不同凡响。”［8］是为中肯之评。
其次，人生的启蒙———周恩来的话剧活动。

进入南开校园的周恩来，逐渐成为活跃的

话剧活动分子，戏如人生，以戏启蒙，这是青年

周恩来的文学理想。他在《校风》期刊上发表

的《吾校新剧观》是文学革命的最早一批成果

之一。他认为:“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

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事实; 若是者，其惟新

剧乎!”［5］204离开“新剧运动”则社会教育终无普

及 之 望，而 国 家 精 神 亦 永 无 表 现 之 一 日

矣。”［5］205可见，周恩来是抱着以“新剧”教育民

众、改良人生的目的。于是，在戏剧题材选择

上，往往涉及封建伦理、社会黑暗、科学民主等

宏大叙事，如《一元钱》、《一念差》、《仇大娘》、
《新村正》和《新少年》等话剧，结构巧妙，立意

明显，皆有启发蒙昧、追寻光明之旨意。当胡适

的《终身大事》作为第一部现代话剧受到国人

注目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忽视周恩来在南开

校园所作的“学生式”努力。这些新剧，大都反

映了深刻的现实人生问题，反帝反封建倾向鲜

明，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与现代文学的

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交相辉映。
最后，形象的诉求———周恩来的报告文学

创作。
我国的报告文学发端于五四，兴盛于上世

纪 30 年代，这是学界所公认的。研究者也视周

恩来的《旅欧通信》( 1921 年 2 月至 1922 年 3
月，约 30 万字) 为我国报告文学早期的力作。
不过学界认为周恩来对我国报告文学发展的贡

献却非始于《旅欧通信》，而是他赴欧留学之前

在狱中所写的《警厅拘留记》以及出狱后所写

的《检厅日录》。因此，可以把《警厅拘留记》和

《检厅日录》视为周恩来早期报告文学的雏形，

《旅欧通信》则是其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
周恩来的报告文学除了具有“社会化色

彩”这一报告文学的共性之外，还具有其独特

的个性，即以细节凸显形象意蕴的文学性色彩，

表现为对人事绘声绘色的描摹，以凸显作品的

“形象性”。如《警厅拘留记》中描写警察殴打

学生一节，警察武断、蛮横、残暴的情景，以及学

生据理力争的情景，形象逼真。类似的描写在

《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旅欧通信》中还

有很多。当时的周恩来虽然是以文学作为战斗

的利器，但也并未使文学陷入“工具论”的泥

沼，而是努力刻画逼真形象，以形象寄寓情感指

向，同样达到了以文学批判社会的目的。这也

进一步说明周恩来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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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而他的文学实践———报告文学创作自然

也汇入了 20 年代的新散文创作潮流之中。因

此，周恩来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旅欧

通信》等报告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无

疑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其地位完全可以与瞿秋白

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报告文学作品媲

美，称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开创阶段的佳作。

三、“文”当入“史”
———周恩来文学活动的文学史意义

综上所述，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创作，是中

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精彩片段，它具有

较大的理论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但是，从学术

研究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历史等主客观原因，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和充分。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文艺界、文学研究界

的解冻，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创作才逐渐被人

们所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论文有陈

言力的《周恩来与文艺》( 《杭州师院学报》1986
年 1 期) 、罗 大 成 的《周 恩 来 文 艺 思 想 初 探》
( 《成都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王耀辉的《现

代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周恩来和瞿秋白》( 《华侨

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 、梁丹的《周恩来早期

报告文学的实践及其贡献》( 《广西师院学报》
1990 年 4 期) 、王凤胜的《论周恩来文艺思想的

总体特征》( 《南都学坛》1995 年 4 期) 、郭澄的

《周恩来与现代文学发展述略》( 《新疆教育学

院学报》1998 年 2 期) 、陈扬勇的《周恩来对新

中国文艺事业的理论贡献》( 《文艺理论与批

评》1998 年 2 期) 、周丁力的《周恩来青少年时

期的旧体诗创作》(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年 4 期) ，等等; 研究著作有刘滋培的《周

恩来诗讲析》(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徐子

芳的《周 恩 来 诗 传》(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1987
年) 、葛新的《周恩来诗歌注析》( 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余飘的《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的贡献》( 华夏出版社，1988 年) 、王凤胜的

《周恩来 文 艺 思 想 新 论》(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1995 年) 、曾训骐的《周恩来诗歌赏析》( 成都

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很显然，关于周恩来的文艺思想及其文学

创作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由表及里、由单一到系

统地逐渐展开，这是令人欣喜的学界盛事。然

而，以上的研究成果多从“文艺”层面大范围地

解读周恩来的文艺创作及其思想，如研究者认

为“周恩来的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历史上和

理论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1，这的确

是中肯的评价，然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以

“文学性”视点来整体考量周恩来的文学观及

其实践，尤其没有把周恩来的文学创作纳入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中进行叙述，周恩来早期

的文学活动未能得到文学史家的恰当叙述而处

于缺席的境地，这着实是不应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周恩来的文学观及

其创作实践都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留

下踪迹，比如他的新诗《雨中岚山———日本东

京》和报告文学作品《旅欧通信》等。但是很遗

憾，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没有

一本叙述到周恩来的文学观及其创作实践。周

恩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建构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主题和精神旨意，因此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中应该有周恩来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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