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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文学的“抗战动作”
石彦伟（回族）

抗日战争是中华各族儿女精诚团结、同仇敌忾的历史，故而与之匹配的，抗战文学也有中华各民族作家

的贡献和参与。尽管先前学界对少数民族的抗战文学研究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书

写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滞后性。如果我们摊铺开历史的褶皱，将那些散落失忆的细节搜寻打捞起来，或

许会惊讶地发现，抗战文学的版图因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新体认而得到延展。这里仅以回族为例，对其

不同阶段的抗战文学成绩进行梳理，以期对中华多民族抗战文学的评估维度有所补益。

　　创作之基：回族抗战斗争的丰沛实践

　　“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此言出自鲁迅先生1932年12月2日致友人许寿裳的一封书

信，所谈背景虽与时局相关，却是这位文化巨匠对当时尚显边缘的回族群体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之关系的一笔点睛素描，至今常为回族研究者所引用。确乎如此，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回族

儿女总是勇于为祖国冲锋陷阵。“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军爱国官兵中即涌现出杨登举、吴松林等回

族抗日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指引下，华北大地出现了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

队和刘震寰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有“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之誉；在正面战

场，抗日名将白崇禧参与指挥过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数次战役，麾下前赴后继者多有回族官兵；在西

北大地，也出现了以回族士兵为主干的青海骑兵第一师、宁夏八十一军两支抗日部队，分别开赴豫皖战

场和绥西战场；散居全国各地的回族民众，更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义理，为中华民族夺取

抗战之胜利注入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如上波澜壮阔的“抗战动作”，必然也在有正义感的回族作家笔下留下了众多昂扬着时代先声的作

品，使回族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闪现出一段与抗日救国水乳难分的感人片段。概括地看，与抗日战争同

步出现的作家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白平阶的小说《跨过横断山脉》《古树繁花》、沙蕾的诗歌

《瞧着吧，到底谁使谁屈服》、马宗融的评论《抗战四年以来的回教文艺》，以及穆青的通讯《雁翎

队》、桂涛声的歌词《在太行山上》、李超的话剧剧本《湘桂线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

时期，主要出现了薛恩厚的戏剧剧本《苦菜花》《沙家浜》、马融的电影剧本《回民支队》等。新时期

以来，则又以马国超、马自天、马德俊、马连义、白山、杨英国等回族作家为代表，诞生了一批正气凛

然的抗战之作。

　　一般来说，抗战文学的发端并非1937年“卢沟桥事变”，而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以

“东北作家群”为先驱开始了丰富的实践。东北地区虽以汉族为主体，却也是满、回、朝鲜、蒙古等少

数民族的聚居地。这其中，满族在抗战文学的最初实践中作出了极为卓著的贡献，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

作。与之相比，东北地区的回族却未能在抗战初期出现与之匹配的文学实践。解析这一现象，笔者认为

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回族的失语，而是应历史地看到黑土地上的回族，其人口构成主要来源于自山东、

河北闯关东而来的难民，多以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农民为主，他们逃难而来，漂泊于此，多散居城镇

底层，与东北大地上世居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文化构成存在先天不足，文学创作对于当时的他

们来说是何其奢侈。因此，这里所谈的回族文学中的抗战书写，主要出现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

　　领衔之范：回族文学的抗战同期声

　　当我们宏观地看待抗日战争期间回族作家的创作实践，略加总结就会发现，其阵容未必庞大，数量

也未必醒目，但有限的作品中却不乏精品。比如抗战时期的白平阶，是云南第一位发表小说并成名的回

族作家，也是回族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之一，其对抗战文学的贡献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早在1938年，年仅

23岁的白平阶即因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的短篇小说《跨过横断山脉》而声名鹊起，特别是在早期回族

文学创作乏有回族题材的失语之境中，白平阶率先萌发文化自觉意识，创作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中篇小说

《古树繁花》《风箱》《金坛子》《驿运》《腾冲骊驹行》《神女》等小说，皆反映了抗战初期云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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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各民族人民抢筑“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伟大史实，着笔于最基层的筑路劳工和贫苦民众，以

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颇令文坛瞩目。

　　白平阶最重要的作品当属《跨过横断山脉》。1938年秋，该作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七·七抗战纪

念特刊《我们抗战这一年》的头条。南洋各华文报纸纷纷转载，并先后被中国新文艺社收录于多个版本

的报告文学集和小说集中。为鼓舞民众，中共地下党则将《跨过横断山脉》和其他抗战小说一起，油印

成册，广泛传播。负责中国抗日战争对外宣传工作的叶君健很快将其译为英文，题目易为《在滇缅路

上》，发表于伦敦《新作品》杂志。作为当年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跨过横断山脉》的首位责编

萧乾曾在晚年说：1939年春天，他之所以“一个人从香港奔往滇西”，写出了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

缅路》，正是因为看了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1939年6月出版的《今日评论》则这样介绍：“白

平阶先生……作品多就西南边境取材，因之别具风格，为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

　　沙蕾是回族现代文坛第一位成名的诗人。其早期诗歌吹响了抗战救亡的号角，充盈着反抗专制、追

求民主的呼声，以愤懑之笔控诉日寇对华侵略行径，号召国人奋起抗战。如《别再在暗处饮泣》一诗写

道：“别在暗处饮泣别在暗处饮泣/公理被暴力撕碎了/和平是由战神掌执！别再作弱者的酸态/让我们清

醒地站起/予侵略者以不敢仰视的突击”。1938年，日相近卫文麿称日本军队占领东亚之目的，不仅在

于占领领土，更要使东亚各国民众彻底屈服。沙蕾闻讯，即以《瞧着吧，到底谁使谁屈服》一诗给予尖

锐回击：“我们的各阶级各宗教信仰的大众/已排成一个不可散的行列/来吧，你飞机，你大炮，你坦克

车、毒弹和其他的威力/我们的步伐是只有向前/我们的英勇将使侵略者的武器沉默/中华民族是不会永给

人欺凌的！”这首诗以全民结为一体的气概、必胜的信心，表达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豪情，成为抗战

诗歌名作。创作之外，沙蕾也以社会活动不遗余力地助推抗战文艺，曾担任《回教大众》半月刊的社长

兼主编和“中国回教青年抗敌协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发起人和成员之

一。

　　同样参与过“文协”工作的还有来自四川的回族作家马宗融。1939年，马宗融与李劼人、朱光潜等

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此后，多次当选为“文协”理事或候补理事。同时，马宗

融也是发起和倡导研究中国回族文学和文化的先驱者，更是促进和推动研究抗战时期回族文艺的第一

人。为了推动回汉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团结，适应一致抗日的要求，马宗融发表了《理解回教人的必要》

《我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回教文化》《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等评论，认为“回教人民为构成中华民族

的一环，我们若让这一环落了扣，或松损了，就是我们危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全，减少了我们抗战的

力量”。此外，马宗融也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五位常务理事之一，发起了该会直属的“回教文化研

究会”。

　　抗战同期回族文学的重要记忆还有：从延安鲁艺走出、后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作为党的新闻阵地的

先锋战士，于1943年发表名篇《雁翎队》，首开新闻创作散文式写法之先河。在这篇短短两千来字的通

讯中，作者以散文的抒情笔调，用诗一般的词句，描绘了白洋淀幽美澄净的风光和抗日军民沉静从容、

乐观自信的精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使新闻平添了一份诗情画意的美感。来自云南的词

作家桂涛声所作的歌词《在太行山上》《歌八百壮士》等家喻户晓，成为中华儿女救国图强、抵御外寇

的精神号角，至今仍魅力不减。沙陆墟在国难当头之际发表以古喻今的长篇小说《岳传新编》，鼓舞人

们的抗敌热情。剧作家李超、胡奇以戏剧为武器宣传抗战救国思想，分别留下《湘桂线上》和《闷热的

晚上》等话剧力作。郭风、温田丰、木斧、马瑞麟、马德俊、张央等回族诗人、作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

了保家卫国的文学实践。

　　正义回声：和平年代依旧铿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和平年代，回族作家从未停止对抗战记忆的搜寻与再现。最有影响者当属剧作家

薛恩厚于上世纪60年代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评剧《苦菜花》。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半岛昆仑

山区农村的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人民武装暴动，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对日寇、汉奸进

行反“扫荡”的斗争。剧中女主人公一扫往昔缠绵悱恻、悲叹苦吟的传统气质，以生活的主人的形象跃

上了评剧人物画廊。该剧连演一千多场次，场场爆满，一时誉满京华。1964年，薛恩厚与汪曾祺等合作

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沙家浜》，更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题材名剧。

　　马融参与创作的《回民支队》塑造了马本斋从农民转为革命战士，后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忠诚坚毅、

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是我国第一部直接描写回族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拍摄后家喻户晓，尤其受到回

族人民的喜爱和赞誉。由此，以抗日英雄马本斋及其回民支队的故事为蓝本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仅是

马本斋之子马国超一人，就创作有长篇小说《马本斋》《民族英雄》、长篇传记文学《马本斋将军》等

多部作品。



　　“文革”十年，回族文学创作在大陆遭遇停滞，但在台湾地区，出身回族的白先勇却在60年代创作

了一系列反映“忧患重重的时代”的小说，结集为著名的《台北人》，其中《岁除》《秋思》《国葬》

等作都与抗日背景有关，多表达历史的追忆与时境的落寞。譬如《岁除》中所描写的赖鸣升，在追忆往

日抗战之光荣业绩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

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近几年，白先勇亦挚情于民国风云书写，随笔《白崇禧将军

身影集》中亦披露诸多抗战往事。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茁壮成长起来的回族作家也有多部作品聚焦于抗日题旨，这多与作家们自幼

所经受的战争磨难和痛苦记忆相关。比如，马连义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凡是上了年纪的，大都与抗日

游击或八路军发生过联系。如代表作《回民代表》就描写了主人公哈松为那些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的马

家营上百口回民老乡洗净尸首、发送归主的悲壮情景。马自天创作的《骏马追风》是一部传奇色彩浓郁

的长篇历史通俗小说，展现了外敌入侵、同胞喋血之际，安徽回民马氏父子与武林同仁一道，不甘压

迫、奋起自救的革命长歌。女作家白山继承了父亲白平阶对滇缅公路倾情书写的志愿，以报告文学之形

式将这段边地各族人民的爱国壮举进行了详实细微的记录，著成厚重壮观的《血线——滇缅公路纪

实》。此外，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等作品中都间接富含抗战背景之描写，譬如主人公韩子

奇命运由盛而衰的转折，正是日寇侵华而致抛妻别子，九死一生。散文领域，马瑞芳的《祖父》、马犁

的《血染的借条》《白山红翠莲》等作品亦都展现了中华儿女的不屈精魂。

　　新世纪以来的15年中，回族文学中的抗战题材作品在原有爱国主义指归的基点之上，更多了几分居

安思危、以史为鉴的意味。老作家马德俊的《爱魂》描写了抗日战争刚结束，在一条从重庆到上海的客

船上，回族男青年茫子和汉族女青年文秀相识相知的故事，通过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青年，发微

钩沉，透视出整个一代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白山的《冷月》记录了云南回民家族在抗战年代

的心酸遭遇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节操。其意旨均在警励后辈勿忘国耻。杨英国的《风流铁

血梦》、丁文方的《凤箫上的刀痕》、马守兰的《绿色月亮》、吴育文的《乱世人生》也都直接描写了

日寇铁蹄践踏下冀鲁地区回族人民英勇抗争的历史。郝文波的《朝觐者》、哈步青的《穆斯林赤子之

恋》、讴阳北方的《无人处落下泪雨》、王树理的《黄河咒》、兰草的《阿妈的白盖头》等多部长篇小

说则局部涉及抗战背景。应当看到，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回族文学中出现多部抗日题材的大部头作

品，殊为难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戴雁军的长篇小说《盟军战俘》、蒋仲文的话剧剧本《记忆·奥斯维

辛》、马宝康的报告文学《复活的史迪威公路》聚焦于世界视野，以各自侧面展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场

上的正邪博弈，拓展了少数民族抗战叙事的维度。此外，王延辉的《梦中辉煌》、于怀岸的《一粒子弹

有多重》等中短篇小说作品，亦属醒目之作。

　　若举近年思考中日两国问题的重要之作，绕不开张承志的散文集《敬重与惜别》。其作将历史与现

实相结合，以文化求证的姿态出发，运用富于张力的文学语言，精准地剖析了日本历史中的亚细亚主义

的渊源和异化，解剖了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诞生和潜伏的危险。作者提出：“在对抗的世界里，关于敌

我、黑白、正义的观点永远是分裂的，为了拒绝和反对强势力量控制下的道德观念强加，人类必须有最

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底线。”眼光颇为独特，思辨颇具重力。

　　近一两年，或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激励，一些回族作家陆续写下富有时代省思的抗日题材之

作，见诸《民族文学》《回族文学》等刊，汇成一则看点。老作家马自天以86岁高龄写出反映安徽安庆

地区回族人民抗战斗争、呼吁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中篇小说《小亲亲》；同为耄龄的诗人马瑞麟、

高深饱怀忧患之情，提笔写出《题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巍巍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等诗章。中青年作

家中，阿明的《一顶礼拜帽》、李进祥的《讨白》等短篇小说，王俏梅的《曳着一条红色的光》等散

文，不乏亮点。特别值得留意的是，青年作家冶生福以青海藏、回、撒拉、汉等各民族群众组建骑兵师

东行抗战的历史为蓝本，新近创作出长篇小说《折花战刀》。其开拓意味在于，抗战区域在中国具有不

平衡性，华北、东北、中南地区受难较深，抵抗最多，素材亦最丰杂；相较而言，西北地区战事波及

少，抗战记忆也就稀薄一些，这也是西北众多回族作家较少书写抗战题材之缘故。在此情况下，冶生福

的这一“动作”也就尤其值得追踪和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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