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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翼的抗战书写 

——以沙汀地域小说为例 
   

邓  伟 

    抗战时期的左翼四川作家沙汀的地域小说创作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其大后方底层社会的文学创作内容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
注，在具体题材上，沙汀写了大量抗战时期川西北地域所发生的“底面不符”的系列事件，进而反映与控诉了那个行将就木的时
代。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四川题材小说被公认为典型的地域作品，他将其川西北乡镇的地域书写的意义生成建立于左
联时期的阶级性的核心文学价值追求之上的，最终形成了地域的宏大意义建构。代表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域意义显现的主流情
况。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沙汀小说在抗战时期的小说具有内在高度的同一性，采用了相同的小说方式，展现的也是大致一样的小说世
界。尽管没有正面的抗战书写，但在沙汀阶级性地域审视之上，抗战为沙汀的川西北地域书写增加了一种新的背景，一种绝对的
“本质价值”。 
    通过对沙汀抗战时期地域小说的略微分析，我们只是想表明在当下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如何去看待既有的抗战文学书写——
它积淀了太多的政治意识内容。我们一方面可以尽力去理解他们的立场，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更为宽阔与深刻的人文立场之下，反思
与扬弃包括左翼在内的既有抗战文学创作既有思路。因为，我们相信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乃至于人类历史
上的重大事件，对它的文学书写将为一代人又一代人中国作家所创造下去的，进而诞生出伟大的杰作。 
 

                    
（1）逄增玉：《左翼文学研究冷热现象的审视与反思》，《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2）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造活动》，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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