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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与东南亚华文文学 

[ 发布时间：2011-08-30] [大 中 小]

王丹红 

茅盾早已是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家，他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渊源由来已久，这种关联逐渐被学术界关注。东南亚华文

文学作家不断发现茅盾的深远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淡化，反而日渐清晰明朗起来。因此有必要去探究茅盾

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注和影响，也挖掘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界对茅盾的评述，从而更全面地考察茅盾的历史地位。   

关注东南亚华文文学 

茅盾十分重视和提携东南亚华文作家。他与东南亚的某些早期的华文作家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譬如与菲华作家

杜埃交往已传为佳话。茅盾早在抗战时期就和杜埃结识。1948年为杜埃的一本反映菲华社会生活的散文集《在吕宋平

原》作序，“郑重地向读者介绍这本书”。1982年又为杜埃回国后写作的文学评论专集《谈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写

序。对此，杜埃终生感念，深刻铭记茅盾的谆谆教诲和关怀培养。早年的杜埃还没有什么文名，而茅盾却已是一代文坛

大师，如此谦和热情地提携后进令人佩服。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在《茅盾与东南亚》一文中精辟地叙述：“虽然不

能说如果没有茅盾的提及、茅盾的赏识，杜埃不会出人头地。但是最低限度，茅盾对于青年，对于后进，还是有关心、

有赏识、有提拔的作用的。”白刃也是早期的菲华作家，在南洋期间喜爱研读茅盾的作品，回国后出版了表现抗日战争

生活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寄给茅盾，茅盾主动约谈他并在1950年为之作序，后又为该小说的再版题写封面。 

即使到了晚年，茅盾也依然对东南亚华文作家倾注了热情。新加坡著名作家周颖南1979年还“有机会直接接受茅公

的教益”（《怀念茅公》），茅盾通过郭风转赠其亲手书写的“《红楼梦》十二金钗画册”题诗第一首给他，这离他逝

世只有一年七个月，可说是茅盾晚年的遗作之一。可见茅盾毕生对于东南亚华文作家的重视。  

茅盾对表现南洋社会文学作品给予肯定与支持。反映南洋社会生活的作品有两种，一种是东南亚华文作家写作的具

有独特南洋风格的作品，另一种是中国现代作家表现南洋社会的创作。茅盾对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视。20世纪30年代，茅

盾出版了新马作者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诚如骆明所言，“《浓烟》的出版，在海外，在新马。如果不是第一，

也最少是第二，而且一提到出版物，一定非提不可的。可见它的地位及重要性。”茅盾热情推荐杜埃的《在吕宋平

原》，指出这些短篇不缺少“异域情调”，而且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菲列宾人民英勇斗争的一幅剪影。”  

茅盾还积极引荐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反映南洋社会的作品，比如许地山的作品《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

凤》、《缀网劳蛛》、《醒醐天女》、《枯杨生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应沈兹九的邀约，在新加坡发表了《生活的

一页》这篇文章，无疑是对当时新马刊物的一种支持，在当时的文坛还极为少见。他也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现归侨的生

活，《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脱险杂记》刻画了一位归侨青年的生动形象，从作品人物身上就能看出中华民族的最

优秀的儿女的面影。  

茅盾牵挂关怀着东南亚华文出版事业。茅盾早年曾致力于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是个著名的编辑，

他深谙一个出版刊物对于文学发展的引领作用。他于1938年就发表了《〈南洋周刊〉及其他》，着重介绍了新加坡出版

的《南洋周刊》和马来亚励志社联合出版的《青年月刊》，肯定了刊物在南洋文化运动中“无疑的将尽了最大的贡

献”，“在南洋青年侨胞，当然是一种最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高度称许了这些刊物的历史使命：“使侨胞认识世

界，明了在战斗中祖国的一切，同时也使国内同胞认识南洋”。充分体现了茅盾对于东南亚文学发展方向的关注，重视

文学的社会作用。  

除了注视东南亚当时为数不多的出版物以外，他也时刻牵挂着国内书报在东南亚的发行与影响。1946年在接受菲律

宾《侨商公报》驻港记者殊明采访时，不忘询问“海外文化的情形”，“他们对于国内出版的书籍的态度怎么样？”

“那里对于国内的出版物销数大不大？”足见茅盾开阔的视野，将中国和东南亚华文出版事业联系起来，才有真正意义

上双向良性的互动。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的影响 



     

茅盾作品已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享有崇高的声誉。抗日时期菲律宾华侨青年曾组织五月文艺社，研讨茅盾的

《子夜》。新加坡新版的中学《华文》课本，就选用茅盾的五六篇作品，如《白杨礼赞》、《大泽乡》等。的确，茅盾

的作品广受东南亚的好评与欢迎。  

东南亚报刊很早就刊发关于茅盾的采访，1946年8月3日在菲律宾的《侨商公报》上登载殊明的《茅盾先生会见记》

一文，生动描绘了茅盾的音容笑貌，称赞他有“渊博的大学教授”风度，而态度是“温和的，诚恳与谦虚”，评价“茅

盾先生所著的小说，是得到万千读者的爱好，海外的人民，对于他，也是非常的敬仰”。殊明也建议茅盾亲赴东南亚，

相信“以茅盾先生如椽的彩笔，和细腻的观察体验必有伟大的收获。”茅盾也表示愿意。可惜始终未能成行。之后，

《侨声报》记者西溪发表了《茅盾先生访问记》，对茅盾的外貌举止、性格爱好有了更细致地描述，举手投足间的异样

风采跃然纸上。即使从未与茅盾谋面，也能从文章中领略一二。  

东南亚华文作家深深地喜爱和怀念茅盾。1981年茅盾逝世，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史凤发表了《文坛巨匠茅盾逝

世》，评论道“茅盾的逝世是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的巨大损失。”既高度肯定了茅盾的历史地位，又为文坛巨星的陨落

而扼腕叹息。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在《茅盾与东南亚》（2003年）一文里也称许茅盾“在海外，最少在我们那个地

方——东南亚，许多作家、许多读者，对茅盾是很了解的，同时对他也是尊敬的、敬佩的。”新加坡作家周颖南发表了

两篇关于茅盾的文章：《怀念茅公》（1999年）和《茅盾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与茅盾文学奖的重大意义》（2003年），

热情颂赞了茅盾一生的历史伟绩，特别是对于东南亚作家的影响，充满高山仰止的敬重之情。他称赞《子夜》“不仅有

高超的艺术技巧、鸿篇巨制的结构，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重大的社会意义。”肯定茅盾文学奖的设立使中国文坛从

此有了权威性的评比和正确引导，鼓舞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作家……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茅盾及其伟大的作品永远活在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心中，他以自己伟大的人生和充满光辉的作品，树立了一座不朽的

丰碑！   

东南亚重视茅盾研究 

东南亚各界一直对茅盾研究备加瞩目并提供支持。为纪念菲中建交十周年，菲华新潮文艺社于1985年6月2日在马尼

拉举行文艺讲座，邀请厦门大学教授、茅盾研究专家庄钟庆发表“茅盾与中国作家”的专题演讲，“吸引了菲华各文艺

团体及大批文艺爱好者出席”，堪称“菲华文艺界的一次盛会”（《菲华时报》1996年6月4日）。菲律宾的《世界日

报》、《菲华时报》，《联合日报》，香港的《文汇报》等多家媒体多次反复报道，引起了各界对茅盾及中国现代作家

的关注热潮，反响巨大。菲华作家江一涯、弄潮儿著文“盛赞茅盾的创作成就”（《世界日报》1985年6月14日）。也有

的菲华作家以为“若以作品而论”，茅盾“可称为大作家”。  

 新加坡、泰国近年来也积极支持茅盾的研究事业，出版了茅盾研究专著。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了厦门商报副总编陈

天助的著作《茅盾与新文学精神》（2006年）。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也在2009年出版了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研究中心研

究员郑楚的《茅盾丁玲与新文学主潮》一书，2011年出版厦门大学教授庄钟庆的著作《茅盾的文学风格》。几部著作都

引起国内外茅盾研究者的关注与好评。  

茅盾在有生之年密切关注着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事业，也曾倾力相助，东南亚华文文学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包括茅盾的

文学名著滋养下成长起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界也给予茅盾崇高的评价，给予茅盾研究大力支持。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必

将永远铭记着茅盾的功绩！我们期待关于茅盾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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