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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看风景的

人在楼上看你。明

月装饰了你的窗

子，你装饰了别人

的梦。”海门著名诗

人卞之琳的不朽之

作《断章》，字里行

间透露出这位“新

月派”代表诗人的

浪漫细腻。卞之琳

是我国著名诗人、

文学评论家、翻译

家，一生出版了大

量优秀文学作品和

翻译作品。1938

年的一天，这位瘦

弱文人踏上了奔赴

延安的路程，怀揣

一颗爱国之心勇敢

地冲上抗日第一

线，在枪林弹雨中

完成了一篇又一篇

重要的文学作品。

而在延安的所见所

闻所感，也让他的

人生发生了重大转

折。

·
关
注

■ 徐 曦

抗战“熔炉”锤炼 枪林弹雨洗礼

卞之琳：浪漫诗人铸成战地记者

南通海门汤家镇，临江拥海，与上海隔江相望，这
是卞之琳出生的地方。早在童年时期已读完《千家
诗》《唐诗三百首》《孟子》《左传》等大量古代文学作品
的他，因热衷文学，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就
此离开了家乡。14岁那年，卞之琳拥有了人生第一本
诗集——《繁星》，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新诗，兴趣油然
而生。

卞之琳对语言颇有天赋，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
大学英文系，在那座包罗万象的学府中，他陆续接触
了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并开始了新诗创
作。如果说童年时期对于文学的爱好只是萌芽阶段，
那么在这里，卞之琳的才华越发凸显，引人注目。在
人才辈出的北大校园里，他是幸运的。“1933年，卞之
琳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求学期间他曾师从徐志
摩，深受其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
辑的《诗刊》上发表，还代为决定汇编诗集《群鸦集》拟
出版，并请沈从文先生写《附记》。因为这段经历，卞
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
派’的代表。”《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书
馆馆长陈军教授介绍。

卞之琳勤奋且擅于从生活中寻找灵感。他凭借独
特的创作才华写下经典名篇《断章》后，又相继出版了
《鱼目集》、《汉园集》（与李广田、何其芳的诗作合集）
等，在当时的诗坛名声大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当时卞之琳已经在大学
里任教，但眼看着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满腔爱国热血的卞之琳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并立即
付诸行动。

海门卞之琳艺术馆对于卞之琳去延安这一段经历，
有这样的资料记载：卞之琳的延安之行，特别是深入战
斗前线，历时一年，这一惊人举动，令他的朋友们几乎
不敢相信。一个单薄的文弱书生，大家无不认为他是

“不堪战争惊涛骇浪的一击”，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的壮
举呢？有专家和学者综合分析后认为，一方面，卞之琳
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也许是他
要以行动证明给朋友们看他有凌云之志。后来，他在
《〈雕虫纪历〉自序》中写道：“全面抗战起来，全国人心
振奋。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也在
离散中打破了我私人的一时好梦……大势所趋，由于
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
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

或许，这正是卞之琳当时毅然投奔延安的真实内
心写照。

关于卞之琳的延安之行，记者在相关文献以及海
门卞之琳艺术馆提供的大量资料中收集到一些经过
与细节。

决定去延安的那一年，卞之琳正任教于四川大
学。1938年暑假，他与何其芳，沙汀、黄玉颀夫妇等好
友悄悄地准备起了去陕北的行囊。同年 8月的一天清
晨，他们从成都出发，踏上了经西安至延安的坎坷路
程，足足用了半个多月才抵达。当他们住进西北旅
社，换上当时延安干部和士兵都穿的灰布制服时，卞
之琳心中的爱国热血已如翻滚的河流涌动不止。

卞之琳与大家一起前往凤凰山下的吴家窑院子，
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鼓励他们去前线真实体验战
斗生活，一个与纸笔为伴的爱国文人，在受到领袖的
如此鼓舞时，毅然决定上前线。“没有真情实感，我始
终是不会写诗的。”这是一位诗人对创作的坚持，或许
也是他毅然决然以瘦弱身躯迎接巨大挑战的另一个
原因。

出发前的等待漫长又焦急，卞之琳抽空仔细研读
了《联共（布）党史》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上前线
做足思想准备。同时，他也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为
响应写“慰劳信”的号召，卞之琳以诗体创作了两封
《写给抗日战士》和《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同
年 11月 12日，卞之琳终于随朱德总司令部人员出发
奔赴晋东南前线，当时一同出发的“文艺工作团”还包
括“团长”吴伯箫，以及成员马加（白晓光）等。他们渡
过黄河，迂回曲折地在山间走了近两个月，终于在
1939年初追踪到了陈赓旅的第七七二团，“文艺工作
团”开始了随军生活。

卞之琳跟随军队在抗战前线，感受到了枪林弹雨
和生死存亡。这样深切的战地体验远远区别于安稳
的后方，在他内心也掀起极大波澜。“卞之琳不畏艰
险，深入广大军民，采集素材，陆续写出《垣曲风光》
《山道中零拾》等 10篇战地通讯，又写了《五个东北工
人》《钢盔的新内容》等散文。这些作品后结集为《晋
东南麦色青青》一书。战斗间隙，卞之琳俯身在农家
场院石磨上，写出反映游击队战斗和生活的小说《红
裤子》，后发表于重庆《文艺月报》。”陈军在收集了大
量资料后，在《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中总结了卞之琳
于延安时期的一些创作。

卞之琳跟随着部队出入于冀晋之间的山区，在炮
火中生活了几个月后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对于数月

“与大地相连，自由的鹫鹰，要山河干净，你们有
敏眼。也轻于鸿毛，也重于泰山，责任内逍遥。”从
《给空军战士》简短精悍却铿锵有力的词句中不难看
出，延安的那段重要经历，不仅让卞之琳人生获得锤
炼，也对他之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在延安真正体验了时代的脉动和抗战的力
量后，卞之琳才对文体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四川
大学的任杰在《空间转换与艺术主体的精神嬗变——
论卞之琳的延安书写》一文中这样写道。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著作的《战争与革命中
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也写道：“随着战事的爆发，他
（卞之琳）的生活和工作转到另一片天地。”

离开延安后的卞之琳，并没有停止他以文言
志的爱国抱负，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南
开大学。上世纪 40年代末，卞之琳以访问学
者的身份在英国学习，当听闻国内发生巨
变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踏上回国的路
程。回国的路途并不容易，乘客轮、坐
货船、坐火车，甚至冒充过押货员……
几番辗转，他终于和好友戴望舒一
同回到北京。“到达北京后，周恩来
专程到卞之琳和戴望舒下榻的招待
所看望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再次
见到周恩来时，卞之琳感觉格外亲切。
1949年 10月 1日，卞之琳作为进步和爱国
人士，应邀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刊登
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文章《卞之琳：既眼望
天宇，又面对大地》中有着这样详细的描写。

壮志为国 文弱诗人奔赴延安

不惧艰险 随军记录前线亲历

的随军生活，卞之琳与吴伯箫作了总结：“除
了对于前方民众、前方部队的若干程度的认识，
（我们）还得了一点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以
及前方对于一般文化人的印象和要求。”此时，恰逢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人手短缺，卞之琳便被留在鲁艺
文学系代课。三个月后卞之琳告别延安回到了四川
大学复职，延安的经历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
记。他在教学间隙根据这一年间获得的材料和所见
所闻，陆续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
行山一带》与新体诗集《慰劳信集》，于 1940年上半
年先后由香港明日社出版。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因有着真实的参与
感，内容刻画引人入胜，生动地记述了包括在长生
口、七亘村、响堂铺、长乐村等地七七二团的战斗经
过和艰苦历程。据了解，1980年，《第七七二团在太
行山一带》在香港再版，三年后这本书第一次在内
地由三联书店出版。卞之琳用生动的文字，把每一
个他所经历的战斗场景和许多个在战争中坚强勇敢
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放映”在人们眼前。同时，《第
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也记录了卞之琳从一个极
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弱书生”到一位不惧艰险的
战地记者的转变。延安之行竟成为他今后文学创作
以及人生选择的重要转折点。

以文言志 笔耕不辍享誉诗坛

卞之琳回京后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
教授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之后的日子，他
除诗歌、散文的创作以外，还从事外国文学翻
译和研究工作，先后翻译了《布莱希特戏剧印象
记》《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西窗集》《维多利亚女王
传》《阿道尔夫》《阿左林小集》《新的粮食》《紫罗兰
姑娘》《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等著作。

2000年，由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诗人奖”
首届颁奖礼在北京举行，卞之琳与臧克家一起荣获
了首届“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这一年，卞之琳
90岁。“父亲非常在意这个荣誉，当时已经很少出门
的他，很高兴地走出去捧回了这个奖。”卞之琳的女
儿回忆说。卞之琳始终怀着一颗为国家建设贡献力
量的心，背井离乡大半生，在文学领域里不断耕耘，
为中国新诗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江海间一块只有一二百年历史的新沙地，住的
百分之八九十是南岸来避难或开垦的移民，说不上
罗曼蒂克。”这是卞之琳对家乡海门的描述，即便如
此，家乡于他而言却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分量。90
年始终不改一口海门腔的卞之琳，怀着江海般广阔
的胸襟，以其精巧细腻的笔触，波澜不惊地写下了众
多弥足珍贵的故事和他丰富曲折的一生。

●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卞之琳

● 卞之琳在延安时期的照片

● 1985年，卞之琳（中）同金克木（左二）、季羡林（右二）合影

（来源：《江南时报》图片由海门卞之琳艺术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