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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一书的作者舒允中，是美国麻州大学硕士及哥伦比亚大

学博士，现任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古典、中东及亚洲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在书中，舒允中致力于描述七月派在其历史环境中的起源和发展，并分析其

重要成员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其中以胡风、路翎、冀汸、曹白、阿垅等为主要探讨

对象，这些作家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七月派的方向和这一流派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本

书的目的不在于祥博或定论，而在于发掘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长期忽略的一种声音以及这种声音所作

的自我超越的努力。 

本书所作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的原始资料，如再版的原著、新出版的日记、书信以及一些参考资

料，如传记、回忆录等等。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详尽的分析之后，作者绘制了七月派作品演变的图

表。变化的历史环境迫使文化界直面问题的转变。七月派作家坚定地将逼视中国现实的目光锁定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上，并且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指导下力图

将自我的认知过程从“正统观念”的桎梏下释放出来。 

显然，七月派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和付出的努力值得尊敬。无论初始的想法和目的是如何，七月

派作家在摆出逆主流而行之的姿态之后，并未放弃真诚的思考，他们最终采纳了一种反对任何既定

模式并拒绝将现实中的新事物强行纳入既定模式的思维方式。无疑这是对主观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的强调，譬如丘东平和阿垅的战场报告文学，即是从现实出发对当时盛行的英雄赞歌式文学加以纠

正。 

在战争时期，对战斗英雄的塑造和歌颂迅速成为一种潮流。虽然这是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但

却掩盖了战争的真实面貌。这种潮流显然与七月派作家的创作宗旨相悖：反对抽象地理解现实。于

是，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经历书写出来。无论是在前线战场，还是在敌后生活，这些作品避免了片面

性和非真实性，尽力减少生活现实和文学作品现实之间的差距。看看这个片断：“敌人的炮火是威

猛的，当它造成了阵地的恐怖，迫使我们第一线的军士不能不悲壮地、狼狈地溃败下来，而构成我

们从未见过的非常惊人的画面的时候，就显得尤其威猛。它不但扰乱我们的军心，简直要把我们的

军心完全攫夺。我想，不必等敌人的炮火来歼灭我们，单是这惊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们的战斗

力。” 白描式的描写再现了士兵面对战争的真实体验，与英雄无关，只关乎残酷，其实就是战争的

本质。 

胡风始终强调文学创作的能动性，这种主张与认为文学应该反映客观现实的唯物论观点相左，

这也就意味着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积极活动，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书写是一种实践，作家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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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是主导的、创造性的。所以，对于胡风和七月派的作家们而言，文学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而不仅仅是历史的附带反映。如同七月派报告文学的创作笔法，本书作者也有着别求新声的努力。

研究七月派，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却常常处于被回避的地境，即如何述写与七月派有关的政治问题

及七月派成员最终的被压制和被迫害。可喜的是，作者承担了这一重担，从某种意义上讲，填补了

这个问题的空白。 

——原载《信息时报》201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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