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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恩来同志早期( 1914- 1924 年)的文艺实践活动丰富而有显绩。从现存文稿看,体裁非常广泛, 有诗歌、散文、

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等,同时还进行相当深度的文艺理论研究。笔者具体分析其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与思想价

值,力图从周恩来早年的文艺实践来分析其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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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 秉 为中华崛起 之心愿, 勤奋求

学、博览群书, 并积极实践,一心探索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真

理。同时在探索过程中逐步完善自身修养, 铸造完美人格。

经南开、东渡、五四 、旅欧整整十年历程, 几经周折, 终 认清

communism ,并开始 坚决地为他宣传奔走 [ 1]。值得注意的

是周恩来在其光辉的革命生涯的准备和起步阶段, 便长于宣

传鼓动,激扬文字, 有着不同凡响的认识、理解和表达能力。

从现存文稿的数量和质量上看, 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极

高的文学天分。

一

周恩来早年便才思敏捷、文采飞扬,多样文艺创作充分尝

试,举凡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等门类均

有涉猎,表现出了杰出的文学才华。

(一)诗歌创作。周恩来现存诗歌 19 首, 绝大多数作于早

年,质量颇高。赵朴初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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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914 年春,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 诗团 的同学集体郊游,

以 春日偶成 为题 同题抒情 , 大家共作诗 20 余首, 发表于

!敬业∀第一期, 其中年仅 16 岁的周恩来所作!春日偶成 (二

首)∀绝句的第二首如下: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3]。

诗中周恩来独具慧眼地透过明媚的春色, 看到了阴霾笼

罩下的祖国隐伏着政治危机, 借张良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的

典故, 比喻革命志士对袁世凯反动复辟势力进行前赴后继的

斗争。此诗气势壮阔、风格豪放、用典贴切、谋思深远。

1917 年东渡日本前, 周恩来作七言绝句一首, 以诗咏怀、

以诗言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不酬蹈海亦英雄[ 4]。

此诗壮怀激烈, 意气风扬,字里行间透露出 五四 时代的

生活气息。反映周恩来出国留学, 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将来, 而

是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满怀豪情壮志, 追思留日学生陈

天华蹈海而死的精神, 欲为祖国而 破壁 济世 。 面壁十

年 表达了周恩来注重积累、励精图治的真实想法与决心。

周恩来所作旧体诗劲拔豪迈、含蓄隽永, 且注意起承转

合,韵律严整 ,用典、对仗都颇见功力。而周恩来的新诗是 五

四 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 从形式上说是自由体, 从表现手

法上看, 多为叙事与抒情的结合。它不拘字数行数, 采取参差

错落的句式,押大抵相近的韵, 节奏自由, 语言晓畅。1920 年

1月在天津狱中所作的!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诗中写道: 到那

里,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

干;保你天真灿烂。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争

女权, 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 [ 5]

此诗充分发挥自由体诗的特点,成功地运用了迭句、排比

等传统的表现手法, 写得回旋跌宕, 酣畅淋漓, 显示出诗人较

早便胜任起刚刚萌芽的新诗创作的重任, 表现出高超的艺术

才能。

(二)散文创作。周恩来早年的散文创作不仅有着真切的

142

2003 年第 5 期

(总第 95 期)

广西社会科学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 . 5, 2003

( Cumulativ ely, NO, 95)

[收稿日期] 2003- 01- 28

[作者简介]江雪松( 1977- ) , 男,江苏泗阳人, 淮阴师范学院纪委监察处秘书。



情感, 而且还饱蕴着深刻的思想。文言散文!射阳忆旧∀是迄

今所见他的最早的散文作品。该文记录了儿时在故乡淮安的

所见所闻,表达了对故乡的怀念, 流露出对淳朴的故乡人民的

深切记忆。写于 1920 年的!有什么分别?∀是一篇白话散文,

记叙友人木三在断弦续娶时经人介绍与 sister 相见时的谈话。

全文叙述流畅,立意颇深, 敏锐地指出缺乏共同事业基础和追

求目标的所谓 新式 恋爱,实际潜伏着一种新的感情危机。

需着墨较多的是周恩来的政论文、杂文, 实乃犀利上乘之

作。其观点新锐,思路清晰, 论证充分。早在 1916 年写的!老

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 二说孰是, 试言之∀, 尽量地把进化

论与老子的 不争 学说融合在一起, 指出老、赫 二氏固未为

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 二而一也 。文章认为老子的 不

争 学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告诉人们 勿逾分作私利之

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 所以, 老子 不争 学说的要旨还在于

争 , 奈世人不察, 以老氏之甘主退让为失竞争之旨, 实则老

氏何主退让? 世人假礼义的假私, 恃斗衡以犯禁,老氏要不得

不有此激耳。不然, 老氏既主退让之旨, 又何为道德五千余

言,发为文章, 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 [ 6 ]!诚能动物论∀、!我

之人格观∀等文章,也都深刻体现了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

的宇宙观。 五四 时期,周恩来便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在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创刊号上, 他专门以!革心、革新∀为题

发表社论,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口号。他提倡批

评的精神, 并带头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主张 知识阶

级与劳动阶级接近 。全文涉及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

须改造主观世界这一重要的哲学问题, 同时其知识分子与工

农相结合的思想也是一个十分可贵的革命思想。

(三)小说创作。!巾帼英雄∀是周恩来早年的一篇文言侠

义小说,在!敬业∀ 1、2 期上连载。小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封建

官场黑暗昏庸的图画。主人公为淮阴人洪飞影(青儿 ) , 她不

满其叔与堂兄勾结官府, 救出了被乡绅与官府合谋诬陷的一

对穷苦老夫妻, 并一路护送到扬州, 又暗中给以资助, 使两位

老人免遭贪官毒手与囹圄之苦。全篇人物有十多人, 各人性

格颇为鲜明,故事情节也很曲折, 是一篇难得的小说佳构。

该作叙事简洁明快, 注意交代照应, 并适当注意安排伏

笔,做到含蓄而不隐晦。故事描写注意以景物衬托人物心理,

如小说开篇:

寂寂荒郊,茫茫旷野。时则晨星隐儿, 晓雾沉沉。几处烟

云,一弯流水。凉风吹帽, 细雨沾衣, 茹茵碧草,回旋路左。一

似狼野犬, 狂吠道旁。遥望一带丛林, 尽是苍苍古柏, 间有桃

杏数株,亦已凋零殆尽。四周丘墓, 杳无人烟##[ 7]

此处环境描写, 文笔洗炼、老到, 造成了一种冷寂凄凉的

气氛,反衬出逃亡者惶恐惊惧的心理; 又以 一篙点水, 双浆催

波,拍拍有声, 载孤帆远影,遥向天际西逝 [ 8]来烘托出老夫妇

逃离牢狱获得自由的欢欣。这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语言文

字修养当时已达到很高境界,令人钦敬赞叹。

(四)戏剧活动与创作。周恩来非常重视戏剧创作与活

动。他在!吾校新剧观∀ [ 9]中首先指出社会及国民中有一种

昏聩 愚顽 的劣质势力存在, 而感化之途 舍通俗教育无由

也 ; 而通俗教育 最要之主旨, 又在舍极高之理论, 施有效之

实事。若是者, 其惟新剧乎。 他认为要唤起民众, 必须进行多

种多样的宣传鼓动工作, 戏剧演出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

1914 年 11 月 16 日南开学校成立 新剧团 , 周恩来不仅参加

剧团的一定领导工作并且亲自参与编剧和演出活动,推进了

南开学校的新剧运动。他参加编写的剧本有!一元钱∀、!一念

差∀、!仇大娘∀、!新村正∀和!新少年∀ ; 参加演出的除上述五剧

外,还有!思怨缘∀、!华娥传∀、!冯君∀、!醒∀和!五更钟∀等。这

些新剧, 大都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问题, 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鲜明

倾向, 有较高的思想性和一定的艺术水平, 因而颇受社会欢

迎。有的剧目曾到北京演出, 有些剧本则被一些职业剧团所

采用,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五)报告文学实践。周恩来可以说是我国早期报告文学

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五四 运动时, 在同反动的北洋军阀政

府斗争中, 他和其他战友一同被捕。在狱中写下了!警厅拘留

记∀, 出狱后又以飞飞为笔名撰写了!检厅日录∀ , 先后在天津

!新民意报∀连载,并曾排印出版过单行本。旅欧后为天津!益

世报∀的专栏发回国内的!旅欧通信∀ ( 1921 年2 月至 1922 年 3

月,约 30 万字) , 与!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在行文风格上

是一致的。后两者是周恩来早期报告文学的雏形, !旅欧通

信∀是其报告文学的发展。综观周恩来早期报告文学有两个

比较显著的特点:

1.就事写人,注意细节描写, 注意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

早期报告文学作品一般较注意事件的翔实而不大注意人物的

刻画。!警厅拘留记∀中集中笔力, 多侧面地刻画天津警务处

长杨以德的形象。用如实记录、如实叙述的口吻, 让杨以德这

个北洋军阀的忠实走狗, 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刽子手 自我暴

露 , 读者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看清杨以德的丑恶嘴脸。周恩

来能抓住事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言行来加以刻画, 用白

描、对比、映衬等手法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克服了当时甚至

以后一段时间报告文学创作 见事不见人 的弊病, 预示了报

告文学加强文学性的发展方向。

2.运用多种表达方式, 增强作品的抒情性和政论性。!旅

欧通信∀之一的!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一文于叙事外融抒情、议

论于一体。写得跌宕起伏, 有声有色, 作者用抒情的笔调, 对

全欧人民之窘困予以同情描述。论证危机产生之原因, 合情

合理。文章不仅有感动人的抒情力量,而且有说服人的逻辑

力量。一般新闻报道应较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 作者不宜过

多出头露面去抒情或议论, 而报告文学是作者对社会问题有

选择的报告, 抒情性和政论性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点。从报

告文学的发展历史看, 抒情性和议论性是从无到有并不断有

所增强的。周恩来在报告文学作品中, 已注意将叙事、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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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成功结合在一起,实是难能可贵。

(六)文艺理论研究。周恩来在南开时期曾撰写!吾校新

剧观∀、!本社之责任观∀、!为小说< 部视学> 写的(编后语 )∀

等文艺评论和理论研究论文。结合周恩来的文艺创作实践来

看,其文艺理论思想可以总纳为继承发展、兼容并蓄、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对传统与革新的关系,坚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革新。

周恩来作!春日偶成(二首)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三首)∀、

!大江歌罢掉头东∀的旧体诗或借景述怀或即事言志, 完全摒

弃了古代某些唱和赠别诗的空泛俗套、无病呻吟的文人情调,

表现出在与同学、师长的切磋中对国家大事的共同关注与互

相勉励。这样,在对旧体诗形式继承的同时, 又对其内容进行

了革新。!评咏淮阴钓鱼台诗∀和!评咏岳少保祠七律∀两篇评

论,赞扬 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 不落窠臼 。

2.主张中西文化相互融合, 相互借鉴。周恩来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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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 [ 11]!吾校新剧

观∀就介绍了西方新剧的派别、种类、潮流等, 报告文学!旅欧

通信∀除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状况外, 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

文化。

3. 提出文艺要 切合人生 ,要有 民智开,民德进 的社会

教育作用。周恩来主张文艺要有利于改造社会, 开启人们的

智慧和促进人类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他在!< 天津学生联

合会日刊> 发行断趣∀中明确提出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

会 , 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 [ 12] , 这比茅盾的 为人生 

的主张的提出早了半年,在!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元钱%

记∀中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的重要性。

4.对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的关系,主张两者有机结

合,努力追求正确内容与艺术形成的完美统一。他在当时论

述新剧功能时,就明确主张: 今舞台优孟, 数将百人, 其收效

愈于一二人心否? 非吾之所敢知。吾但知每当演时, 喜笑怒

骂,悲欢离合, 观者竟以演者之声色为转移。 这就是强调以艺

术的感染力来取得好的 收效 。

二

周恩来的早期文艺实践及在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思想真

金,在其光芒万丈, 泽洒万世的一生中有着应有的位置和特

色。

(一)在反复实践和推求比较中体现了强烈的求真性, 是

周恩来文艺创作实践与文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求真, 也

是周恩来一生所追求的行为标准,也是他的伟大人格、高尚品

德、思想作风和哲学思维的核心内容。早在 1921 年 1 月, 周

恩来说到自己旅欧的目的是 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

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 [ 13]。1922 年 3 月, 他在

叙述自己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时又说道: 我求真的

心又极盛 [ 14]。这种 极盛 的 求真 的思想和态度, 贯穿于

周恩来一生全部的实践活动之中, 概括了他的思想方法和工

作作风的最基本的特点。可以说, 周恩来的 求真 , 充分体现

了他一贯注重实际、追求真理、相信科学、躬行实践, 求实务实

的唯物主义精神。

(二)在勇于开拓和不断探索中展示了独到的创新性, 是

周恩来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中的又一显著特点。创新总是吸引

着和激励着作家在作品中创作, 一贯追新、求新、创新,也是周

恩来一生的革命品格。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愿: 另辟&新

思想∋ , 求&新学问∋ , 做&新事情∋  [ 15]。当然他的创新不是盲

目的、漫无边际的创新,而是在坚持正确方向、慎思明辨和不

断开拓、探索前提下的创新。红军时代是他第一个提出 思想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 为我军革命斗争胜利铺下奠基

石;上世纪 50 年代冷战僵持,是他第一个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不仅当时有石破天惊之功力, 更为半个世纪的实践所

肯定, 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准则; 70 年代国内举步维

艰, 他第一个提出 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一生当中表现出

的过人才能, 都与其富有创新思维有内在的联系。

可以说求真、创新不仅是周恩来早期文艺实践的特点, 也

是其革命工作的原则, 也是促其找到并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

内在原动力, 更是贯穿其一生的、矢志不渝的人格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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