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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写在冯雪峰诞辰120周年之际

这些革命文艺理论的翻译及富有中国特色革命文艺理
论的逐步形成，不仅影响了他人，也影响了他自己。1927年
4月，蒋介石在南方背叛了革命，发生政变，中国共产党的
奠基者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军阀绞杀。在这样极端恐
怖、充满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偷生者叛离，懦弱者动摇，悲观
者消沉，而真正的革命者却显示了斗士的本色。这一年 6
月，经张天冀介绍，冯雪峰毅然决然地“拎着脑袋扑向革
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的战士。

也正是这一年的 11 月，军阀在查抄北京的北新书局
时，发现冯雪峰为纪念李大钊等革命烈士，曾在自己的译稿
扉页上写下“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的题
签，因而成了当局通缉的对象。为逃避军警的追击，在未名
社避居近三个月后，南下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1929年10月，奉党组织之命，同鲁迅商讨成立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问题；是年11月，在鲁迅指导下，开始
编辑《萌芽月刊》；1931年4月，在鲁迅指导下，由他负责编
辑、出版、发行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

《文学导报》）；这一年的12月11日，与鲁迅共同编辑的左联
机关刊物《十字街头》创刊号得以发行。

在白区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时时有生命危险，1933年
11月，一次出外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扭住，多亏他边
动用“义乌拳头”，边机智地高喊：“有强盗绑票”，得以逃脱。
但组织上考虑到他已受到敌人关注，让他离开上海，几经周
折，是年12月下旬到达江西瑞金。

到瑞金后，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长（校长是张闻天，副
校长是董必武）。1934年5月，改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校
长是李维汉、教务长是罗明）。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
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组织上安排冯雪峰到陕北党校，参加“纠正错误肃反”工作，
由于他正直无私，从而保护了一批青年干部，包括习仲勋。

1936 年 4 月上旬，中央决定派他重回上海工作。临行

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和他促膝长谈，党中央总书记张
闻天亲自交给他四项重要任务：

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秘密联系，促进国共合作，共
同抗日；二是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与上海各
界救亡运动领袖，如沈钧儒等，以及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三
是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建立并发展上海党的
工作；四是加强文艺界工作的管理。

在上海期间，他还尽心尽责，干了不少可以载入史册的
大事：

为毛泽东找到两个儿子。
冯雪峰到上海后，派李云去给宋庆龄当联络员，专门负

责宋庆龄与冯雪峰及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并交代她要想办
法寻找毛泽东在上海丢失的两个儿子。找了几个月，李云在
城隍庙附近粥摊旁看到了两个小孩，怀疑是毛泽东的儿子。
得到情报后，冯雪峰换了便装，赶到了城隍庙。据李云回忆：
当时冯雪峰“连哄带骗”地将两个孩子带到了吃饭的地方，

“为了让孩子放下警惕，冯雪峰不时地与他们聊天，渐渐熟
络起来，便问，‘你们是哪里人？’毛岸英回答，‘湖南人’。终
于，我们确定了两个孩子的身份。”

妥善保管并传递方志敏烈士从狱中送出的《可爱的中
国》等文稿。

1935年1月底，方志敏在江西玉山被俘。在狱中，方志
敏不仅正气凛然，坚贞不屈，而且以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
力，撰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

《狱中纪实》等9篇文稿及7封书信。这些心血之作，字里行
间流露出一位共产主义者对信仰的忠诚和舍生取义的高贵
品质，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将与这位革命先烈一样，名垂千
古，永昭后人。而这些凝聚他满腔赤诚的手稿，是冯雪峰想
方设法得以妥善保存，新中国成立后转交给党中央，并征求
中宣部同意后，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期间，把方志
敏遗著的出版列入议事日程。

承担重要的秘密使命——对上层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除了张闻天、周恩来布置的四项任务以外，冯雪峰还接

受了一项重要的绝密使命，就是统战工作。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曾给冯雪峰一封指示信（《新

文学史料》1992年4期）：
……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

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
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董健
吾）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经过你，以
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刘子青（二十九
军军长宋哲元派往陕北的代表）关系要弄得十分好，使他专
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
希望否?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冯雪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与国
民党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以及陈诚、胡宗南黄埔
系，还有华北的韩复榘、张自忠、傅作义、阎锡山等实力派周
旋，开展统战工作；同时还为党中央筹资，为中央红军购买
紧缺药品。1936年10月26日，还“至四川省政府面见（国民
党军阀）刘湘，经过会谈，刘湘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的主张，在民族危急的当前，他将不再参加内战和‘剿
共’。”当晚，民国期间著名企业家，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
长的刘航琛表示，“既然患难与共，在经济上可以提供帮助，
十万八万没有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又动员宋庆龄做

了许多调停工作。
1945年，重庆谈判前，冯雪峰第一个得知国民党准备利

用重庆谈判之机，长期软禁毛泽东，他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
周恩来同志，使党中央和南方局得以提早制订迫使美蒋方面
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

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中共中央与鲁迅精神之间，架起了
一座心桥。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冯雪峰对上海的工作做出了很大贡
献。别的不说，单就他沟通党与鲁迅的关系这一点上，就为
后人所称道，也使鲁迅先生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孤苦”和

“寂寞”的生活，有了些许温馨的意味。对于一个即将走向
生命终点的老人来说，这种温馨对于心灵上的慰藉，是难
以低估的。

对于党中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鲁迅最初
是持怀疑态度的，比方说，对“左联”的解散所持的态度即是
如此。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冯雪峰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去
见鲁迅先生，并与他住在一起。这样就有了充裕时间，向鲁迅
详细介绍“关于红区、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政治形
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鲁迅了解这些真相后，并没
有立即打消这种怀疑，因为本能的对敌人的仇恨与憎恶，“在
极短的时间内甚至于影响到他对新的政策的认识”。但是，经
过冯雪峰与他的推心置腹的交谈，鲁迅“明白了而且信任了
毛主席对时局的英明的观察和他的领导上的天才，以及我党
和红军的力量”。原先的怀疑态度逐步消除了，鲁迅就热烈拥
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坚信红军必胜。他说：

“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
呼)的政策是对的……”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
意，而且表达了跟随这个党战斗的心愿：“我想，我做一个小
兵还胜任的，用笔！”

通过双向沟通，毛泽东对鲁迅不仅予以认可，而且给以
高度评价，他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伟大和最英
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
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
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
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
化的方向。”

间接向全世界传播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长征胜利第一人。
在鲁迅家中，冯雪峰会见了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与

她整整谈了两个下午，除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主要介绍
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的经过。史沫特莱曾回忆当时情况：“在
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我会见一位作家，他是作为中国红
军的代表刚从西北来的。他参加了那史诗般的长征，这是整个
军队穿越过一万两千英里的平原、大河和高山的历史性的行
军……他的叙述虽然是平静和真实的，但是却充满了无数难
以令人置信的艰苦和不屈不挠的图景。”（《史沫特莱回忆鲁
迅》，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3期）。

埃德加·斯诺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他
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有着深厚的感情。1936年6月至10月，
他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写下了
那部著名的纪实性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
1937年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
册，随后又多次再版。汉学家拉铁摩尔曾评论说，“书中介绍了
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
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
个中国啊！”一本书，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了解
而闻名于世，一本书也让作者被历史铭记。而这位作者得以到

陕北采访，也是冯雪峰“请示中央之后送去的，时间大概是在
（19）36年6月底7月上旬之间。史（斯）诺系从北平动身到西
安；我从上海派董健吾（因他会说英语）到西安……”（《冯雪峰
全集》8卷374页）。

代表党中央幕后主持鲁迅治丧活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溘然逝世。噩耗由潘汉

年发电报在保安的党中央。”（《张闻天传》349页）按照党中央
指示，冯雪峰在幕后主持鲁迅的治丧工作。冯雪峰与宋庆龄、
许广平等商量，起草治丧委员会名单，主张由宋庆龄出面主持
鲁迅追悼会，并通过《大晚报》《大公报》《新闻报》《日日新闻》

《申报》等报刊，登载鲁迅逝世的讣告及治丧委员会名单。其
中，冯雪峰所拟写的有毛泽东名字在内的九个人的治丧委员
会名单，因当时其他报纸不敢披露，只在《日日新闻》刊载。同
时，通过工会、共青团、救国会等组织散发讣告，发动各团体及
广大群众参加鲁迅追悼会。诚如程中原所评价：“在国民党统
治区，悼念鲁迅的活动同发扬民族精神、进行抗日救亡直接联
系起来，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
日救亡运动。直接组织这次活动的，在平津是刘少奇，在上海
是潘汉年、冯雪峰和救国会领袖胡愈之（特别党员），而代表党
中央进行具体指导的，是张闻天。”（《张闻天传》349页）。

团结上海文艺界同志，输送50多位知识分子到陕北，以
向世界介绍一个“红色中国”。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希望，什
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
的战士的呢？”等疑问，在不少知识分子头脑中挥之不去。于
是，冯雪峰在上海期间，送50多位知识分子到陕北，包括丁玲，

“后来，他请示了中央作了安排，把我送到延安。”（丁玲《在首届
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回忆雪峰》54页）。

上海文化界人士到红色根据地后，受到隆重欢迎。尤其是
丁玲，中宣部在一孔窑洞里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
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三十余人出席了欢迎会。丁玲走
进会场时，周恩来热情招呼她：“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
里来！”

在陕北红区，由丁玲、成仿吾、伍修权、徐特立、陆定一等
34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推选丁玲当主任。

丁玲在红区时间并不算长，但在党的关怀下，在毛主席的
指导下，却是她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一个转折，也是她文
学艺术风格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奠
定了思想基础。

党中央批准丁玲当红军上前线的要求，就在丁玲跟随红
军主力南下到达庆阳的时候，收到毛主席用军事电报发来赠
送她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
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
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对第一位进入陕北红区的女作
家丁玲的高度评价和极高期望。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毛主
席把文艺抗战所能起的作用看作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
要。毛主席一生创作的诗词，题目中写明“给某同志”的，只有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和这篇《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足见
这两首诗词的弥足珍贵。

找准“坐标”

除了著名的文学家，冯雪峰还得到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冯
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
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冯
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冯雪峰，希望他能到
南方去工作。冯雪峰虽然离开了令他陶醉的西子“湖畔”，但在北京
的他，文学的情结却更加浓烈，于是，他婉拒了毛泽东的盛情邀请。

他之所以赶到北京，还有个原因是，挚友柔石、潘漠华已先他
而到了北京。在北京，虽然囊中羞涩，但他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忍着
饥饿而怀揣潘漠华的听课证，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在这里虽然饥
寒交迫，却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温馨最为亮丽的时光，其中原因之
一，这里有他心目中最崇拜的一位老师——鲁迅先生。

同时，在这里，除了柔石、潘漠华，还有张天翼、王鲁彦等人。他
们虽然身无分文，却都青春如火，而且都热爱文学，或写作，或翻
译，相互支持，给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兴许是受周边人的影响，冯雪峰除了旁听接受新知识并从事
文学创作外，还以惊人的毅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自学方式
学会了日文，使得他能够阅读大量的日文书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

自学日文后，他开始翻译日本的短篇小说，但很快就转向翻译
苏俄文学。从1926年初开始，他以日文翻译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
斯基等人著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其他介绍苏俄文学艺
术的书籍，如《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新俄
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等著作。

他专心编译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是因为他认
为当时的苏俄文学虽处于曙光期，离开正午的光尚有不少的距离，
但“革命文学的最特色底现象，却应在这期间看。想表现新世界观
或无产阶级的理想的要求，想表现革命和生活的新组织所给与的新
体验的倾向，或想艺术地再现这历史的瞬间的冀求，及为了这些一
切诗人的继续着必死的奋斗，以求表现的新形式的努力——这些都
和他们的最初尝试一起，能够容易地在这期的文学里窥见的”。（《雪
峰文集》2卷748页）这也可以看出，他热爱的是苏俄文学中所反映
的十月革命后的新世界观、无产阶级理想和新的革命生活。

自此后的四五年时间，冯雪峰总共翻译了12种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书籍和介绍苏俄革命文艺运动的书籍，此外还翻译了包括
马克思、列宁著述在内的30多篇论文。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出版和发表，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
文艺运动来说，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意义。而且不论是从时间的
早晚来衡量，还是从所完成的工作量上来看，在当时，冯雪峰都是
前无古人的。他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所建立的这一奠基性功
绩，早就被鲁迅先生所首肯。

对革命文艺理论，冯雪峰研究视野广阔，用心最切，用力最深，
所以称他是当代革命文艺理论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并不为
过。连多少对他有点门户之见的胡乔木，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承
认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仅有的三个半理论家之一，与鲁迅、瞿秋
白等并列（《回望雪峰》7页）。

当然，这些革命文艺理论的形成，离不开鲁迅先生的熏陶，但在
形成过程中，冯雪峰也时时地影响着鲁迅先生，两个人在互为探讨
乃至争论中使革命文艺理论逐步成熟、逐步完善。

锚定“航标”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
神坛的小山村。9 岁那年，他搁下放牛鞭离家走进了学
堂。小学毕业后，他偷偷地跑到金华，以第一名的成绩
为一位同学代考上金华中学，得到的报酬是这次赴考
的路费和食宿费。然后，他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
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1919 年的“五四运动”波
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罢课抗议学
潮。作为这次学潮的带头人，冯雪峰被开除学籍。在金
华无立足之地的他，不得不转而来到杭州，准备继续自
己的求学生涯。

1921年秋，18岁的冯雪峰考进了在杭州的浙江第一
师范学校。

浙江第一师范是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主要阵地。校
长经亨颐思想进步，积极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教师
中除了有被誉为“四大金刚”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望
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还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的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名家，真可谓名师云
集，难怪进步学生也纷纷慕名负笈而来。

这样的文学氛围，激发了冯雪峰文学上的才能，也培
养了他文学理论上的素养。

在西子湖畔，他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
徜徉其间，人杰地灵的山水，青春期躁动的情感，激发了
这些人的灵感。因此，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章节的

“湖畔诗社”应运而生。

作为这个诗社重要一员的冯雪峰，在青春年少的
19、20岁时，就先后出版过两本合集：《湖畔》（1922 年）
和《春的歌集》（1923年）。从此，使他从一个文艺爱好者
成长为一个被世人瞩目的诗人。应该说，这是他一生文
学道路的起点，这个起点不低，使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这对一个初出茅庐者来说，实在不易，他
是幸运的。

两本诗集的出版，震动了诗坛，一时洛阳纸贵。洋
溢在字里行间的那清新的风格、浓郁的情感，感动了
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甚至毛泽东等人，他们为此留
下了一连串的赞语。

“湖畔诗人”四位少年的脱颖而出，特别受到青少
年们的欢迎，成了他们的青春偶像。有的把《湖畔》和

《春的歌集》作为课余读物，甚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图
书馆里也出现了这两本诗集。当时的《文学旬刊》《晨
报副刊》《文学周报》等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给以充
分肯定。

除了报纸杂志，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周作人
等著名作家都写信，勉励他们继续为新诗努力。尤其
是朱自清支持最甚，5 月 18 日，即《湖畔》出版仅过去
10 天，他就写了《读〈湖畔〉诗集》一文，予以高度赞扬。
后来朱自清把他们的诗集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
集》，并在导言中恰如其分地肯定他们是爱情诗的开
拓者。这无形中确立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影响度而言，《湖畔》虽不如同一时期的《女神》
而屈居第二，但从诗的艺术风格上讲，《湖畔》与浪漫主
义的《女神》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难怪有人说：

“……《湖畔》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获得成功
的现实主义新诗作。”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除了诗歌，理论界评价，
冯雪峰的寓言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开创性的地
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陈早春称其“是中国现代寓
言的奠基者”（《回望雪峰》5页）。

也有人说：“……冯雪峰不光以他的诗歌，同时主要
的是以他的寓言创作奠定了其在20世纪现代文学中不
朽的地位，冯雪峰的寓言创作的成就在他同时代中无
人与其项背，冯雪峰是著名的现代寓言作家。”（《回望
雪峰》242页）。

选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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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0120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周年之际，，，重新翻阅重新翻阅重新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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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峰》》》中的纪念文章中的纪念文章中的纪念文章，，，由不得由不得由不得
令人肃然起敬令人肃然起敬令人肃然起敬，，，顿使人感顿使人感顿使人感
到到到“““天地英雄气天地英雄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千秋尚凛千秋尚凛
然然然”””，，，冯雪峰形象在我面前冯雪峰形象在我面前冯雪峰形象在我面前
越来越高大越来越高大越来越高大。。。

冯雪峰一家和鲁迅一家合影。

冯雪峰撰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书影、报影及发表文章的部分刊物。

1955年，冯雪峰全家在北京合影。

1903年6月2日，冯雪峰出生于义乌县南乡神坛村一个农民家庭。

冯雪峰摄于冯雪峰摄于19731973年年。。19211921年年，，冯雪峰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冯雪峰考入浙江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此为入学前留影此为入学前留影。。

冯雪峰与鲁迅秘密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
者专号）。

冯雪峰全集。

1922年4月，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摄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