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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6年我在北平读中学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兵占领北平，我在日本兵进北平那天逃难到上海。
我1938年初入党，认识了孙冶方、顾准、林淡秋等。
我在北平时读了鲁迅很多文章，也读了冯雪峰的文章，知道他和鲁迅的关系密切，所以对他很敬重。
但我到上海时，冯雪峰已离开上海，没有能够与他见面。
　　我那时爱好文艺，已开始发表一些习作。
原来党的关系在学生界，后来就调到文委系统。
文委书记是孙冶方，副书记是曹荻秋和顾准。
当时上海是孤岛，但与内地关系还没有完全断绝。
有许多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在金华，骆耕漠、邵荃麟、葛琴、刘良模等都在金华。
他们之中有人有任务到上海来，就与我们见面。
在新四军的党员作家辛劳有时从皖南到上海，他说他见到过冯雪峰（可能在义乌或金华），带来雪峰
的消息，他曾说到冯雪峰很关心上海孤岛的文艺活动，冯雪峰说你们几个搞理论的人的文章不错。
　　上海孤岛时期，党的文艺小组办过丛刊，有戴平万、林淡秋、楼适夷和我等人，人员变化流动很
大，办的主要是《奔流》丛刊，是在租界里，被停刊后，又出《奔流新集丛刊》，出过两集，一集叫
《直入》，一集叫《横眉》（是茅盾题的字）。
楼适夷用真名发表了《怀雪峰》，因为当时冯雪峰生死不明，有种种谣传，就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当时雪峰的才华、看问题的深度都被人所敬重，楼适夷的文章也代表了当时上海地下党中的许多人对
雪峰的感情。
因为冯雪峰是有名的共产党，丛刊因此被禁，我们这样的做法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形势。
　　我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从内地回上海时。
那时我与魏金枝、林淡秋、满涛等人经常在魏金枝任教的南屏女中见面，讨论文艺问题。
我们一起办过《现代文艺丛刊》（第一辑名《新生代》）。
冯雪峰与我们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三十年代的文艺理论家中，我以为雪峰最有才华，他写的《有进无退》、《乡风与市风》等书都
很深刻。
毛泽东说过他喜欢冯雪峰的文章，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指定《乡风与市风》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
书。
　　冯雪峰对我们几个人说过，有一次晚上，他与毛泽东在树林里散步（长征时），毛泽东对他说了
许多对鲁迅的看法，毛泽东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鲁迅评价很高。
并不像后来有些人所说，毛泽东喜欢鲁迅只是为了政治需要。
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与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有共同之处。
　　冯雪峰很耿直、直率，说话不考虑入际关系。
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喜欢冯雪峰？
我听说因为冯雪峰写过文章，说关于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要“反问三次⋯⋯”这是针对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主张的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注：这篇文章就是冯雪峰在1946年写的《题外的话》
，收入《雪峰文集》2卷365页，文章中写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
只要一连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
”）解放后，我也写了一篇有关政治性和艺术性的文章，雪峰对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了，你不
要再写了。
　　胡风说：“我有许多看法是从冯雪峰那里来的。
”后期胡风对冯雪峰不好，他信中写的二马就是指冯雪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郑效旬到上海来，他告诉我冯雪峰在写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
我与父亲合译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是英国军官呤唎写的，我父亲译八章，我译十六章。
当时写太平天国的书都是反对他们的，只有这本是歌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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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前面写道：“献给忠王李秀成。
”这本书当时已有影响。
冯雪峰看这本我译的书是为搞清太平天国作战时走过的路线。
　　夏衍与冯雪峰有隔阂，我听说，1936年时夏衍听章乃器说冯雪峰说过：“夏衍是坏人，要扭关捕
房，他（夏衍）不能代表党。
”周扬在“文革”以后去看冯雪峰，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很好。
　　解放初，冯雪峰调出时代出版社，我调进去。
他那时把他的书都送给我，在“文革”爆发时，我想这些书不能再留了，就把他的书与胡适的书都烧
了。
　　冯雪峰在解放后把他以前写的有关教条主义等文章都修改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胡风反对他的修改稿。
冯雪峰后期写的《党给鲁迅以力量》，就有些不符合鲁迅的实际情况。
　　冯雪峰在中央苏区时已是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很少，所以很不容易的。
（注：冯雪峰于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　　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要消灭中间派。
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
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
鲁迅喜欢冯雪峰，不抵制冯雪峰的做法。
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
　　200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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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冯雪峰身上，交织着多种角色：出生在祖祖辈辈不识字的农民家中，连中级师范也未能毕业的
放牛娃，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1927年入党的老革命，中华苏维埃中央执
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陕北党中央派到上海的特派员，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上饶集中营
中的“囚徒”，站在天安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嘉宾，被开除了党籍的“右派分子”，文
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
这么多反差极大，相互背离的角色交织成他丰富而坎坷的一生。
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档案的解密，过去一些迷惑不解的事情渐渐清晰。
我应当尽力从各个角度写出一个真实的冯雪峰。
一起来翻阅《冯雪峰的传奇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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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1年春，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驱逐学监顾华钟的风潮，学生的
带头人冯雪峰因此而被学校开除学籍。
他当时才18岁，却很有胆识，绝不屈服，带着同学们为他凑集的17元钱直奔省城杭州，投考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并把自己的名字冯福春改为冯雪峰。
当春暖花开时节，他的祖母随同乡里的老太太们到兰溪进香拜佛，顺道去金华探望心爱的长孙，方才
知道他已不在七师读书了。
从此，他完全冲破了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奔向新的天地。
　　冯雪峰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真是他的福气，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的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只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在南方的主要阵地，与北京大学
南北呼应，影响颇大。
校长经亨颐改革时弊，提倡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聘请进步的教师，也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教师中有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誉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也有著名的作家
与学者朱自清、俞平伯、叶绍钧、刘延陵等，吸引了进步的学生纷纷慕名负笈而来，学校呈现一派勃
勃生机，政治、文化、文学方面的社团纷纷创立。
冯雪峰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心情舒畅。
在他两鬓染苍的晚年，心中还感念扶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恩师。
当年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如赵平复（柔石）、潘漠华、汪静之、魏金枝等，都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
谊。
　　也许，满腔的热情更适合写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崭露头角。
1920年3月，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出版，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版，各种新
文学报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都为新诗开辟了园地，澎湃的诗情激励着浙江
第一师范的同学们，他们跃跃欲试，渴望登上诗坛。
　　在老师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的辅导下，浙一师在1921年下半年成立了文学团体“晨光社”，
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赵平复（柔石）、魏金枝等成为中坚力量，也有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女
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参加，还有个别的教员和《浙江日报》的编辑，出版了《浙江日报》副刊之一的《
晨光》文学周刊。
他们的活动场所就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西子湖畔，他们常常利用星期日，到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
一边品茶观景，一边观摩各人的习作，相互促进。
在这种浓浓的诗的气氛中，冯雪峰于1921年11月19日创作了第一首诗《到省议会旁听》，刊登在1921
年1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这首取材于省议会的诗歌表明他的创作崇尚现实主义，以针砭时
弊为己任，不是无病呻吟。
　　1922年1月15日，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
刊物，为新诗的发表提供了园地。
冯雪峰的第二首诗《小诗》（作于1921年11月21日）即发表在《诗》月刊一卷二期上（1922年2月15日
出版）。
《诗》月刊发表的湖畔派诗有30余首之多，可见它在培育青年诗人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
冯雪峰在写作第二首诗的时间距离写第一首诗仅两天，也可见他的勤奋。
　　冯雪峰在老师的培养下和同学们的切磋中，努力探索诗的奥秘，使他一举成名的是湖畔诗社的建
立和《湖畔》诗集的出版。
1922年4月，这个年仅19岁，从山间小路走来的少年登上了诗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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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雪峰的传奇人生》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
，要消灭中间派。
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
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
鲁迅喜欢冯雪峰，不抵制冯雪峰的做法。
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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