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文革中的文学潜流 
 

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这时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文 
学的写作和发表都属于公开性质，这是当时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异

端”性质，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中。后一部分最富于生命力，它们有的

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任何机会发表。这种文学可以

称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并为 80 年代出现的重要文

学潮流作了准备。 
一、“白洋淀诗歌” 
在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知青”的诗歌秘密写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北京、河北、福

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性质。这种诗歌主要出

现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

的失望，精神上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所感知的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写作较早且影

响较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的写作集中在 1966 到 1969 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

《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等。大多采用四行一段的“半

格律体”形式，但摆脱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内容，通过对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的书写，传达对

信仰产生怀疑、困惑状态中的那种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些诗在当时的青年中引起震

动，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歌”。一批就读于北

京有名的中学，出生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在 1969 年以后，先后到河

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大多有比较开阔的阅读范围，阅读

了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书籍，由此获得了在情感、心智和艺

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

也写下了生命受挫，精神处于迷惑、孤独和痛苦状态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更多地从中国

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主要作者有芒克（姜世伟）、多多（栗士征）、根子（岳

重）、林莽（张建中）等。 
芒克 1973 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评

论者对他的诗歌，常使用“自然”这样的评语。这一方面是指他在诗中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接

近，或对自然的融入状态；另一方面指的是诗歌语言和表达的精神状态，常常是一种非常直

接的充满“野性”的质感方式。多多在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他的诗在抒情上有

着较多的“现代”的意味。对世界、自我的审察和思考，常通过对个体生命的自省，展示人

类生存的困境。对文化和语言保持自觉的挑战姿态，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更长久、更自觉。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文革时期就开始了写作，有的与“白洋淀诗

歌”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手法，也部分地在“朦胧诗”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一些研究者把文革期间的“知青”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

群”的创作，看作是 80 年代初期“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有的研究者更愿意强调

它们的独立意义。 
二、 穆旦的诗 
在“文革”期间，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曾写下了他们当时的体验， 

包括蔡其矫、牛汉、流沙河、黄永玉等。诗人穆旦在 1975 到 1976 年间，也有过一次诗歌创

作的爆发，一共写了近三十首诗，包括《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停电之后》，以及

《春》、《夏》、《秋》、《冬》等。穆旦病逝于 1977 年，这些诗可以看作是诗人在生命晚期对

人生之路的回顾。这些诗仍是对“自我”的解剖，但不再具有 40 年代那种紧张和尖锐，而

显出冷静朴素的风格。它们是“苍老”的，有着回顾往事时近乎“残酷”的彻悟。对现代人



处于“冲突”之中的悲剧性生存的深刻体验，使诗歌具有“反讽”的精神状态和语言方式。

言语与沉默，现实与理想，智慧与受难，感情与理智等，在诗中构成矛盾性的张力。诗人既

表达了智慧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苦难，同时也承认在生命的“幻想的尽头”，有的只是空

寞与荒芜。对生活和艺术的纯正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在现实中的挫折，是诗歌表达的这种悲

剧感的根源。但在对生命作出这样的苍凉的彻悟的同时，诗中仍表达出对人生信念的坚守，

对温情、友谊、青春的亲切守护。在诗人看来，尽管“美”很快会“从自然，又从心里逃出”，

但写作的意义便是去捕捉那瞬间的但却是永恒的存在。穆旦和其他诗人在这个时期的诗作，

直到 80 年代才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 
     三、手抄本小说 

“文革”时期秘密的文学世界，除诗歌以外，还有在读者中流传的“手抄本小说”。 
其中，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拥有大量的读者。这篇写于文革期间的小说曾经六易其稿。

小说写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其中对知识、科学权威的赞扬被认为

是“要‘资本主义’归来”而受到批判，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原

因之一。作者也因此曾被关进监狱。1979 年 7 月小说正式出版，但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

反响。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这三个中篇，

是重要的作品。它们在 70 年代中后期都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979 或 1980 年公开发表在

正式刊物上。靳凡的中篇《公开的情书》由几个在文革中从大学毕业，到山区、农村劳动的

青年（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之间的通信组成。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人物之间的

通信带有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它所重视的是一种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表达

了一种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和作为一个荒诞时期的先觉者的骄傲。礼平的《晚霞消失

的时候》，分春、夏、冬、秋四章，写两个出身于对立阶级家庭（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

级将领的后代）的青年，在文革前夕到文革结束的十余年时间中的四次巧遇，来安排对于历

史、人生信仰、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这篇小说提出了一种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

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带有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

第一人称独白构成，带有某种“意识流”的色彩。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故事情节，写他们

对“荒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处境所作的抗争。但在对环境的呈现上，比另外两部作品更为

开阔。对人物的悲剧性抗争的展示，表现了作者对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的质疑。 
这三部小说都涉及了原来确立的信仰的虚幻和崩溃，并为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叛逆”

做了合法性辩护。在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较早地涉及了在 80 年代社会思潮、文学创作

中广泛处理的命题。因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探索上，都具有一定的“先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