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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王统照 《山雨》的主题思想
刘为钦

【提 要 】有学者认为�要重视 《山雨》的反帝爱国思想。实质上 《山雨》不过是一部
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泛抗战叙事作品。中国 世纪关涉了杭战史实的长篇小说�存在两种
形态�即抗战叙事和泛抗战叙事。但完整而深入的抗战文学研究�也不能忽视对 《山雨》
等泛抗战叙事文本的抗战元素和反日情绪的研究。

关键词 】《山雨》 主题 泛抗战叙事 爱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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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以抗 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这也

是一个长期困扰笔者从事抗战文学研究的问题。
以王统照的 《山雨 》为例�学术界过去一直以
为是一部农村题材的作品。①然而�冯光廉、刘
增人在其合作撰写的 《山雨 研究商兑》一文
中强调�“要重视小说的反帝爱国思想 ” ②刘增
人在其 《山雨 新论 》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
的空前灾难� “也是贯穿全书的宗旨 ”。③冯光
廉、刘增人所说的 “帝 ”�主要是指 日本 那

么�《山雨 》又是否属于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以
反日爱国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呢

护送。奚大有趁值勤的士兵不注意�和徐利一
起溜了出来。回到村子后�奚大有大病一场�
还要带病参加官府摊派的修路事务。不久�又
有一支溃败下来的军队进驻陈家村�滋扰得村
民不得安宁�陈庄长托镇上的吴练长说情�花
了一万六千大洋把这批败兵打发出门。在陈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 《山雨 》所叙述
的具体内容说起。

小说的主人公奚大有与驻扎在镇上的士兵

发生口角�被抓住关了起来�奚大有的父亲奚
二爷请陈庄长出面�花了五十大洋�才把他赎
出来。第二年大旱�村子里的人祈雨�遭遇土
匪的袭击�奚大有在枪战中受伤。奚大有的伤
治好之后�过境的军队又逼迫村民们用推车去

孙克恒说 《山雨 》“集中地�概括地反映了北伐前后在资
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 肆无忌惮地剥削、榨取下�
中国农村和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于大批破产的苦难历

程�表现了农村中成长的第二代的不同的命运和生活道路 ”
《谈 山雨 的现实性与艺术创造 》�《前哨》 年第

期 。田仲济说 “这是描写旧时代中国农民较结实的一部
长篇。” 《王统照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 《王统照研究资
料》�宁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金梅说 《山
雨 》是 “一部描写旧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 ” 《谈王统照的
长篇小说 山雨 》� 《齐鲁学刊 》 年第 期 。吴松
亭、周韵馨说 “小说 《山雨 》描绘的是北伐前后北方农村
衰败、崩溃的情景 ” 《试论 山雨 的现实主义成就 》
《王统照研究资料 》�宁夏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冯光廉、刘增人 《 山雨 研究商兑 》�《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 》 年第 期。
刘增人 山雨 新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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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实在呆不下去了�奚大有带着妻儿来到 岛�
在朋友杜烈的帮助下�做起卖水饺、扛码头、
拉洋车的活计。从儿子口中得知�徐利因纵火
焚烧吴练长的宅院被官府逮捕�奚大有第二天
乘火车赶回陈家村。此时的陈家村�陈庄长含
恨身亡�徐利被官府处决�萧达子被地主赶出
家门�宋大傻落草当了土匪�已经是物是人非。
参加完陈庄长的葬礼�奚大有回到 岛�又目
睹了日本军人焚烧报馆的惨状。

不可否认�《山雨》有着一股强烈的反日情
绪。特别是小说的结尾处�面对日本人的纵火�
杜烈喊出了 “有本事�叫大火毁灭全中国 ”�杜
英喊出了 “不�烧吧 烧吧 烧遍了全世界 ”�
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高潮。小说不仅在结尾部
分抒发了反 日爱国的情感�而且在整个叙述中
也不时流露出对 日本�乃至一切帝国主义的不
满。在小说的开篇�陈庄长在谈论了一阵不堪
重负的苛捐杂税之后�他的 “一点灵敏的回忆
骤然使他的脑力活泼起来 ”� “噢 想起了�这
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 ”①

陈庄长的这个 “新鲜的解答 ” 很有效力�
地窖里十多个人的思绪都被 “引到了更远更大
的事情上 ”。平常与陈庄长 “说话不很合得来 ”
的奚二爷也记起了 “他与那时的青年农人抗拒
德国人修铁路的一幕悲壮的影剧 ”。自从修建铁
路之后�机关车、电线杆、枪、小铁丸、纸烟、
洋油炉、洋油灯、玻璃器具、外国人、洋学生
都随之而来。奚二爷用右手拍了一下大腿说
“是啊�这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 ”②宋大傻
也说 “这些年鬼子作弄了人�当官的�当兵官
的�却更比从前会搂了。”③

陈庄长对时局的判断与分析�不仅获得了小
说中人物的赞同�也得到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评
论家的喝彩。冯光廉、刘增人据此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 “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
而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

会基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封
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政局的动荡�兵灾的
加剧�土匪的蜂起�苛税的增多。·��…这一系
列日益深重的灾难�接连不断地降落到农民头
上�‘活不下去了’� ‘非另打算不行’�便成为

必然的结论。《山雨》对奚大有和他的乡亲们所
遭受的种种苦难�正是放在帝国主义侵人这个
总背景、总根源下展开描写的。”④冯光廉、刘
增人也是将帝国主义的入侵视为奚大有和乡亲

们受苦的 “总根源 ”�把帝国主义的人侵当作
《山雨》展开描写的 “总背景 ”。
从人物语言可以推导出作品的思想内涵

但只从人物的只言片语来判断作品具有某种观

念、某种意识�那也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冯光廉、刘增人只是注意到了陈庄长这句富于
感染力、刺激性议论的表层含义�而忽略了对
这种意见全面性的审视�忘记了从整体上来提
炼作品的主题。赞同陈庄长这种意见的奚二爷
还说过 “陈大爷�你这算一针见血 鬼子修铁

路�办教堂�是一回事。对于咱们从根就没安
好心。办学堂也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地学�好好
的书不念�先生不请�教书的还犯法。可是打
鼓�吹号�戴眼镜�念外国书�— 譬如镇上�
自从光绪二十几年安下根办学堂�现在更多了。
识字�谁还不赞成 不过为甚么非改学堂不可

本来就不是好规矩 学堂是教员站着�学生却
老是坐着�这就是使小孩子学着 目无大人的坏
法子。所以啦�那些学生到底出来干甚么 ”⑤
这是明显地对现代新兴教育制度的偏见 —
连教员站着�学生坐着的授课方式也进行了指
责。将中国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全然归罪于外来
文化和外来资本�恐怕是当时的一种风潮。王
余祀的 《急湍 》中人物李肥指着 “仁丹 ”、 “哈
德门 ” 的广告对人说 “让你们挨饿的就是它
们 ”⑥这也正如鲁迅所说 “那时读书应试是正
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
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

王统照 《山雨》�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王统照 《山雨 》�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王统照 《山雨》�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冯光廉、刘增人 《 山雨 研究商兑 》 《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 》 年第 期。刘增人在其后来的 《 山雨 新论 》
中仍然持着这种观念。
王统照 《山雨 》�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王余记 《急湍》�上海联合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①②③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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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排斥的 ”。①但 《山雨》中另一个人物肖达子
有着不同的说法 “奚二叔�话不要尽从一面讲�
学堂也发富了一些人家呢口” 肖达子从功利的角
度对奚二爷进行反驳�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但
奚二爷对外来文化、外来技术、外来资本的全
盘否定�将中国社会自身的病症也归咎于外国
人的修铁路、办学堂�未免夸大了外来资本人
侵的威力�这只能算是一种狭隘的带有小农意
识的判断。即或陈庄长自己也意识到 ‘……人
要随时�你一味家想八辈子以前的事�还好干
甚 宣统皇帝都撵下了龙庭�如今是大翻覆的
时代。看事不可太死板了。闷在肚子里动气�
白费 — 我就不这样。小孩子到了年纪愿意
上学堂�随他去吧。私学又不准开�只要来得
及�也许混点前程。’心 既然陈庄长自己都已经

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翻覆的时代�人要随时�
不能一味地想八辈子以前的事�那么�我们还
能将 “这些事都是由于鬼子作弄的 ” 这句话视
为 《山雨 》立意的基础吗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
《山雨 》的作者王统照在文本的叙述中也是将这
种议论视为 “无端绪的谈话 ”。③

仅仅根据文本之中一句连作者自己都不完

全认同的人物语言�冯光廉、刘增人把帝国主
义的侵人视为中国社会病症的 ‘’总根源 ”�把帝
国主义的侵人视为 《山雨 》叙事的 “总背景 ”�
这未免有一点太草率了。冯光廉、刘增人的这
个结论曾引起过学术界的关注�也产生过一定
的影响。高玉启近期还说 “ 《山雨 》所运用的
现实主义叙事方式 体 具有民族民主主义的

意识形态性质。’�④不过�杨洪承似乎并不满意
于这种论断�他则企图从 “现代叙事空间 ” 的
角度找寻答案。⑤这也正好暗合了文学理论界
“不同的读者对其主题却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 的
认知。⑥但我们认为�从文本的叙事整体来看�
《山雨 》的主题思想还是王统照 自己所说的
“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
及农民的自觉。”⑦

具体而言� 年前后山东农村衰败的原

因�有天灾�亦有人祸。第一年�先是发生蚂
炸虫灾�立秋后又下一场暴雨�收成减少了一
半。第二年�从四月到六月只下了几场小雨�
一片片土地裂出龟纹�一切的幼苗几乎都被干
死。可是�面对持续的自然灾害�地主并没有
减少地租�萧达子因为交不起租子�被李家地
主驱逐出门。土匪还是照例光顾�在陈家村祈
雨的时候�土匪发难�还与村民发生枪战。官
府反而增加了各种捐款和税收�镇上的吴练长
靠克扣税收�过着奢华的生活。县里的陈葵园
靠各种捐款�购置了大量的地产�还娶了几房
姨太太。村民们还被一拨又一拨过往军队抢夺
骚扰。

自然�外来商品�特别是日本企业的介人
对山东经济造成挤压 日本军人手持地图对

岛进行勘测�是对中国领土的凯觑 日本军舰

开到 岛后海�是对中国军队的挑衅 日本暴

徒焚烧中国报馆�更是对中国人民尊严的践踏。
那么�中国社会诸多不合理的现实是不是由帝
国主义�特别是 日本军队的人侵而引起的呢
小说中的人物杜英也有一种说法 “你以为日本
兵不来�那些这一队那一队的乱军队不敢 自己
在地方上为王 ”⑧同样地�小说人物的语言不
足为据�但纵观中国社会的历史�即使是在没
有外国人人侵的情况下�哪一个时代的官不贪�
兵不抢�匪不盗�地主和资本家不凶狠呢 这

也就是说�当时山东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外来资本的输人只是原因之一�而不是原
因的全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是当时中国
社会图景的一种颜色�而不是主要色调�反战

鲁迅 《 呐喊 自序 》�《鲁迅全集 》第 卷 人民文学出

版社 年版�第 页。
王统照 《山雨 》 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王统照 《山雨 》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高玉启 《 山雨 新论》�《文教资料 》 年第 期。
杨洪承 《现代中国小说的叙事空问— 由重读工统照长篇

小说 山雨》谈起 》�《小说评论》 年第 期。
陈文忠 《文学理论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年版�第
页。
王统照 《山雨 ·跋 》� 《山雨 》 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王统照 《山雨 》�开明书店 年版 第 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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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情绪只是 《山雨 》复杂情感的一缕�而不
是 《山雨 》的主题思想 《山雨 》不过是一部以
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叙述旧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①

以抗日战争为叙事背景的 《山雨 》�并不是
一个孤立的文学个案�钱钟书的 《围城 》在这
方面就与 《山雨 》有着异曲同工的妙趣。方鸿
渐所乘的法国邮船还在印度洋上航行�船上的
中国留学生就在谈论祖国的 “外患内乱 ”� “都
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 ”。船到上海�便从
无线电波中得知�尽管上海还没有发生战事�
但中日关系已经 “一天坏似一天 ”。上海战争刚
一爆发�周经理就拍电报给方鸿渐�要方鸿渐
赶回上海 方鸿渐回上海�住进了周经理在法
国租界里的寓所。方鸿渐一行在宁波港上岸�
突袭的警报不断响起 沿途逃难的人群密如蚂

蚁�汽车上更是拥挤不堪�还不时传来长沙吃
紧的消息。到了湖南平成 “国立三间大学 ”�校
长也在训导学生�要经常想想在国家抗战时期
“应当怎样报效国家社会 ”。后来�方鸿渐绕道
香港回到上海�此时欧洲的形势更糟�日本人
在上海 “一天天的放肆 ”。 《围城 》也是一部以
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叙事作品。

《围城 》中的人物董斜川吟有 “直疑天尚
醉�欲与日偕亡 ” 的诗句。②他也表达出要与日
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小说对日本人的侵
略行为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开战后第六天日本
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坍了火车站�大家才认
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
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
城�再顾倾国的风度。’�③这段叙述对日本飞机
的轰炸无不带有无奈的痛惜和含泪的椰榆。比
较而言�激越、明朗是 《山雨 》的作派�含蓄、
深沉则是 《围城》的风格。 《围城 》第九章对当
时的战争状况还有过深刻的剖析 “这一年的上
海和去年大不相同了。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
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后来
跟中国 ‘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
保守中立 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
果这 ‘中立 ’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
此外全让给日本人。 ‘约翰牛� 一

味吹牛 ‘山姆大叔’ 原来只是冰

山 �不是泰山 至于 ‘法兰西雄
鸡’ 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
迎着东方引吭长啼�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
的太阳。美国一船船的废铁运到日本�英国在
考虑封锁滇缅公路�法国虽然还没有切断滇越
边境�已扣留了一批中国的军火。物价像吹断
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
鼓吹 ‘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
志名单�而这些 ‘和奸 ’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
纸上声明 ‘不问政治’。’�④这一分析也显露出叙
述者对当时世界格局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字里
行间也隐含着对民族命运的担忧。那么�我们
又是否可以将反日爱国视为 《围城 》的主题呢
显然不能 《围城 》主要还是描写方鸿渐、赵辛
媚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冷暖人生�其主题也还是
钱钟书所说的 “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
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
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⑤
其实�在世界文学画廊中也有类似以某一

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展开的叙事。美国作家
路易莎 ·梅 ·奥尔科特
的 《小妇人 》 �创作于 年�
其时是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小说以南北战争
为背景�描写马奇太太一家的生活�未曾涉及
对南北战争的具体评价�表达的却是爱与助人
的主题。

与王统照、钱钟书不同�萧军则明确地说
他的 《八月的乡村》� “是在反 旧 ’�反 ‘帝’�
反对人类的残害者呢 ’�⑥ 又月的乡村 》一开始

本文所指的 “抗日战争 ” 是从 “九一八事件 ” 算起 见拙

作 《抗日战争起始时间考辩》 《浙江社会科学》 年第

期。
钱钟书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 第 贞。
钱钟书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钱钟书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钱钟书 《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萧军 《八月的乡村 ·书后 》 《萧军代表作 》�华夏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⑥⑤②③④



刘为钦 也谈王统照 《山雨》的主题思想
就讲述萧明带领的小分队从敌人那里逃离出来后

的撤退 接着�书写铁鹰队长带着义勇军袭击日
军供应军需物资的火车�义勇军与日军在黄家堡
子展开的拉锯战 最后讲述主力部队撤离到东安�
李三弟指挥小分队在撤离过程中与日军展开的窿

战— 通篇都是以 “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 ”
的战斗历程为施事对象。诚然�小说也写到义勇
军在龙爪岗对王三东家夫妇的惩处�写到唐老疙
瘩与李七嫂、萧明与安娜的情感生活�但对王三
东家的惩处�陈柱是将其视为抗 日斗争的障碍�
对唐老疙瘩与李七嫂、萧明与安娜情感生活的描
写�是为了表现抗日战士与生俱来的人类情感和
自然秉性。一般认为�“主题 ” 即是 “贯穿于全篇
的基本思想 ”、① “核心意蕴 ”。②那么� 《八月的
乡村》应该是比较标准的以抗 日战争为题材�
以反日爱国为主题的长篇叙事。

关于文学作品主题思想的研究�韦勒克、
沃伦检讨为两种状态 一种是否定文学作品与

思想主题的任何关系 一种是尽管厌倦了这种

评价方式�“但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论文来处
理的议论仍旧存在着 ”。③我们认为�孤立地研
究单个文本的主题思想�其意义不大 但整体

地研究某一时期、某一题材的文学�对作品主
题思想的解读有利于准确把握作品的深层内涵�
有利于梳理文学发展的基本脉胳。以抗战为题
材�以反日为主题的叙事作品是明显地区别于
《山雨 》、《围城 》的。一般来说�以抗日反帝为
主题的叙事�主要是描写人物的抗战生活�突
出反帝爱国的思想主题�其它叙事元素不过是
其辅助的内容 而以抗战为背景的叙事�则主
要的不是描写抗战生活�不是表达反帝抗 日的
思想情感�文本在呈现抗战背景的同时或许也
流露出某种反 日情绪�但这种情绪在文本之中
不过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思想内容。 “九一八事
件 ” 后�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十七年 ”�中国
文坛曾出现过一批以抗战反 日为主题的长篇小

说�如张个侬的 《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演义 》、
铁池翰 张天翼 的 《齿轮 》、林管 阳翰笙

的 《义勇军 》、李辉英的 《万宝山》、周楞伽的
《炼狱 》、谷斯范的 《太湖游击队 》 后更名为

《新水浒 》�袁静孔厥的 《新儿女英雄传 》、白

刃的 《战斗到明天 》、知侠的 《铁道游击队 》、
冯志的 《敌后武工队 》、刘流的 《烈火金刚 》、
马识途的 《清江壮歌 》、艾煊的 《大江风雷 》
等。它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即中国
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为 世纪的中国文

学奉献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也为 世纪的

历史学、军事学、社会学平添了丰富的文献史料。
当然�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文本�对抗战

史实的触及�其程度和方式是不尽相同的�这
也很自然地导致了一批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

说的出现。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除了 《山
雨 》、 《围城 》之外�还有 《淘金记 》 沙汀 、
《北极风情画》 无名氏 、 《风云初记 》 孙犁

等。如果认真盘点一下 “九一八事件 ” 之后关
涉抗战史实的长篇小说�不难发现�还有一种
在漫长的历史叙述中点击了抗战事迹的叙事�
如端木蔚良的 《科尔沁旗草原》 第一部 、④师
陀的 《马兰 》、靳以的 《前夕 》、张孟 良的 《儿
女风尘记 》等。 《科尔沁旗草原》 第一部 讲

述丁家二百多年的发家史�直到小说结尾的一
章�才写到人们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隆隆的炮
声�从外地回来的人带来了日本人占领营口的
消息�于是�各种名目的土匪开始实施对商铺
和有钱人家的抢劫。如此道来�中国 世纪的

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抗战长篇小说 即以抗战为

题材的长篇小说 与泛抗战长篇小说 即以抗

战为背景、或少量篇幅触及了抗战生活的长篇
小说 相区别的存在 由此还可以推导出�抗
战小说与泛抗战小说、抗战诗歌与泛抗战诗歌、
抗战散文与泛抗战散文、抗战戏剧与泛抗战戏
剧、抗战文学与泛抗战文学的分野。

将 《山雨》视为以抗战为背景的泛抗战叙

陆梅林主编 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陈文忠 《文学理论 》�安徽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美口勒内 ·韦勒克、奥斯汀 ·沃伦 《文学理论 》�刘象愚
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 年版�第 页。
《科尔沁旗草原 》 第一部 于 年在天津写成�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端木蒸良 年应王鲁彦之约撰

写 《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 仅写五章�后因多种原因而
终止。这五章也未涉及抗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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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并不是否定 《山雨 》所具有的反帝爱国思
想。如前所述� 《山雨 》也存在浓厚的反 日情
绪。试想�在民族国家处于危难的关头�王统
照在文本的叙述中涉及了中日战争的话题�他
能不表达其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 的感
伤与激愤吗 关于 《山雨 》的写作�王统照曾
有过这样一个说明�他原来准备撰写两部作品�
一部是 《山雨 》�还有一部是以济南 “ · 惨
案 ” 为背景�写 日本兵的矛盾心理。王统照将
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叶圣陶�得到过叶圣陶的
支持。关于日本士兵矛盾心理的作品写了九万
多字�上海 “ · 战争 ” 爆发�王统照 “不愿
继续 写 下去 ”�①改 变初衷�转 而创作 《山
雨》—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书写的 《山雨 》�自
然少不了反 日爱国的情结。然而�我们也不能
过分抬高和夸大 《山雨》的反日情感。冯光廉、
刘增人尽管只是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是中

国北方农民遭受苦难的 “总背景 ”、 “总根源 ”�
并没有说 “反日爱国 ” 就是 《山雨 》的主题思
想�但他们的论断已经超出了文本叙事的客观
事实。冯光廉、刘增人还说 “ 《山雨》最早地
喊出了反帝抗日救亡的呼声。’�③而中国文学界在
《山雨 》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一批以抗战为背景�
甚至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山雨 》 年

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通俗小说家张个侬的
《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演义》则已于 年 月

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仅在长篇小说的范围之

内�最早喊出抗日救亡呼声的也不是 《山雨 》。
以 《山雨 》为代表的泛抗战叙事�以抗

日战争为背景自然包含了部分时代信息、抗
战元素和反 日情绪。但是�泛抗战叙事正因
为只是以抗 日战争为背景�它展示了比抗战
小说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更为复杂的人类
情感�形成了有别于抗战叙事的文学范式。
我们将泛抗战叙事与抗战叙事区别开来�并
不是刻意地要将泛抗战叙事排斥于抗战文学

的研究之外 相反�真正全面而深人的抗战
文学研究也应该正视 《山雨 》等文本的泛抗
战叙事体式的存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抗日战争
题材长篇小说的流变 一 》 批准号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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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统照 《山雨 ·跋 》� 《山雨 》�开明书店 年版�第
页。

③ 冯光廉、刘增人 《 山雨 研究商兑 》 《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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