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师 院 学 报 1985年第 2期

论茅盾 的早 期文 学 活 动

范 奇 龙

一九一六年八月,年方二十的茅盾由

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经人介绍,来到上海

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工作。从此,他开始
了一生真正的早期文学活动。直到一九二

⊙年底商务印书馆请他担任《小说月报 》

主编止。四年多的时间里,他翻译和创作
了大量的儿童文学、科学文艺作品,整理

了中国古代寓言,介绍了不少外国的著名

作家,以敏锐激进的思想和卓越的文学才
能,崭露了 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战士的非
凡光芒,引起了商务印书馆同行的震动。
这段历史,过去有关专家很少论及,或虽
有论及而语焉不详。我认为这是 一 个 遗
撼。因为了解和研究茅盾这一时期的文学
活动,无论对于全面理解茅盾以后所走的
文学道路,还是帮助人们全 面 了 解 “五
四”

新文化运动的实绩,都有着不可忽视

的重要意义。

茅盾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

是翻译和创作科学文艺作品。这一时期,

他共翻译了科学读物三本、科幻 小 说 一
篇、科学小说二篇,创作了科学人物传记

=篇
、科幻小说~篇。

科学读物《人如何得衣 》、《人如何
得食 》和 《人如何得住 》,翻译于一九一
六年九月至年底茅盾刚到商务 印书 馆 编

译所工作的时候。这是茅盾最早开始的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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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这三本书9原作者都是美国作家

卡本脱。卡本脱本非文学家,但作品行文

流利生动,而且用文学语言向青少年普及

衣、食、住的科学、历史知识,在当时读

者眼中很觉新鲜,因此,原作刚出版就曾

哄动一时。以后在西方,一直是畅销书。

当然,在科盲遍地的旧中国,茅盾将它们

翻译过来,为读者所欢迎,也是可想而知

的了。

科幻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 》,翻
译、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一月。这篇作品,

据茅盾自己的回忆,原出于上海涵芬楼图

书馆中看到的英美出版的外文月刊《我的

杂志》或 《儿童百科全书》(两者都是供

给中小学生以历史、科学知识的 通 俗 读

物 )。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

上发表时,译文用的是文言。由 于 他 的

《人如何得衣 》等三本译作商务印书馆正

式出版是在这以后ρ所以,这也就是茅盾

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了。

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 》和 《理

工学生在校记 》9是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泽

民共同翻译的成果。《两月中之建筑谭 》

原是美国作家洛赛尔 ·彭特的作品,茅盾

和沈泽民的译文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杂

志》上连载了八期。开始翻译的时候,按
照当时《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的意见 ,

译文完全用骈体。后因茅盾觉得如此把美

国学生汉化,不要,终于说服了主编,不



在翻译中
“用华变夷

”。这是茅盾译作注

意保留原作民族特色的开始。《理工学生

在校记 》,据茅盾自己的看法, “严格而

言,只是用小说形式 叙 述 科学知识。
”

(见 《我走过来的路 》)但由于茅盾从小

受教于家慈,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沈

泽民在河海工程方面学过专门技术,深通

其中知识/加上两人的外文基础都好,因

而在当时来看,翻译的质量是很好的。虽

然用的还是文言,但文字晓畅生动,诸如
“疏林斜阳,数声蝉唱,绿水青草,两部

蛙歌,萃萃学子,方 自暑假大试验中挣扎

而出,担簦负箧,返其故里矣。”读来抑

扬顿挫,琅琅上口,而且颇具文采,所 以

很为读者所喜爱。

连载于一九一八年《学生杂志》上的

科学人物传记《履人传》和 《缝工传 》,

是茅盾取材于外文月刊上登载的ˉ些成功

者的传记和轶事进行创作的。《履人传》

写鞋匠出身而成名的人, 《缝工传》写裁

缝出身而成名的人。每篇都有三、四百字

的绪言以表明作者的宗旨。作者当时写作

目的十分明确:他希望通过这些少年贫贱

而后奋发有为的典型范例,使广大青少年

学生开拓眼界,丢掉自暴 自弃申 庸 人 习

气,激发奋斗自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在

当时的茅盾看来,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

急需的。他在同时期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说

过: “鉴于世界之趋势,亟当振臂而起 ,

付父老之望,而涤虚生之耻。” (见 《我

走过未的路 》)可见,通过学习、奋斗,

使祖国富强起来,是青年茅盾十分渴望出

现的前景。

科幻小说《探 ″
极

”的潜艇 》和《第

一次飞渡大西洋的R34号 》均创作于一 九

一九年,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学生

杂志》6卷 12号。这两篇作品,分别通过

描写主人公乘潜艇探
“
极

”和飞渡大酉洋

的艰险历程,不仅给读者以海洋上、下的

丰富知识,而且歌颂了在科学领域中那种

可贵的探索进取精神。这于激发当时青少

年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并为之奋斗,无疑

是很有作用的。

茅盾这一时期的科学文艺活动在我国

的科学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科

学文艺是世界近代文明的产物。在西方 ,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分类,它产生于十九

世纪初,鼎盛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其
间曾出现过凡尔纳和威尔斯等举世闻名的

大作家。我国古代虽然有过实际上的科学

文艺作品,但无科学文艺的名称9创作

并不是自觉遵循科学文艺的原则 来 进 奸
的。真正有科学文艺的名称和自觉地以科

学文艺的原则进行创作是从维新变法以后

开始的。鲁迅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稍后

一点,就是茅盾、顾均正、董纯才、周建

人、高士其等人,他们先后顺应 “五四”

时代开始的要求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潮流,

从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愿望出发, 不 仅 翻

译,而且创作,给我国现代科学文艺领域

开垦播种了最初的一块处女地。囚此,茅
盾是我国解放前有数的几个科学文艺拓荒

者之一。尽管他和他的共同奋斗者所译著

的作晶数量,比之当时科学文艺发达的西

方世界,比之国内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文

学创作,可以说是风毛麟角。但在科学文

艺日益兴旺的今天,人们是不能忘记他们

当时所立下的筚路蓝缕之功的。

茅盾早期的文学活动中,牡献最大的

还是儿童文学创作。事实上,他真正从事

文学创作就是从编写童话开始的。他出版

的第一本创作的文学作晶就是童话 《大槐

国》。

茅盾编写童话,开始于一九一七年。



那时保,商务印书馆有一位鬲级编滞孙毓

修,他是我国童话的开山祖师。他于一九

○七年编写出版的《无猫国》是我国历史

上有童话名称以来的第一本自己创作的童

话。孙毓修当时年高五十,正在编译所里

主编他首创的两门儿童读 物《童 话 》和

《少年丛书》,由于他很欣赏青年茅盾显

露出来的文学才能和翻译才能,就主动邋

请茅盾一起编写童话。于是,从一九一七

年下半年起至一九二○年,茅盾以沈德鸿

的真名一口气编写了《大槐国》、《千匹

绢 》、《负骨报恩》、《狮 骡 访 猪 》、

《狮受蚊欺 》、《傲狐辱蟹》、《学曲瓜

‘狰 》、《风雪云》、《平和会议 》、《蜂

蜗之争 》、《鸡鳖之争 》、《金盏花与松

树 》、《以镜为鉴》、《寻快乐 》、《驴

大哥》、《蛙公主 》、《兔娶妇 》、《鼠

择婿 》、《狐兔入 井 》、《怪 花 园》、

《书 呆 子》、《树 中 饿 》、《牧 羊 郎

官》、《一段麻 》、《金龟 》、《海斯交

运 》、《飞行鞋 》等二十七篇童话。从一

九一八年六月起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分十七

个小册子出版。后来,它们都被收入孙毓

修主编的《中国童话》第一集之中。《申

国童话 》第一集,共收有一百多 分 册 童

话,茅盾的童话占了其中的近六分之一。

这个创作数量,在当时除了孙毓修之外,

恐怕是无人可比的。因此,我们说茅盾是

中国童话最早的开拓者之一,说茅盾的童

话,无论对于他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还是

对于我国童话的发展,都可以称得上是一

束报春的鲜花,都是不过份的。

茅盾的童话,从题材范围来分,大致

可以分三类 :

第一类, 是 《大 槐 国》、 《千 匹

绢 》、《负骨报恩 》、《树中饿 》, 《牧

羊郎官》等五篇,都是根据中国传统故事

加工改写的,多半取材于唐人传奇、宋元

话本和明清笔记小说。如 《大槐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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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唐人传奇
“
南柯梦”

的故 事 改 写

的;《 树中饿 》,是根据 “
羊角哀弃官赎

友
”的故事改写的。这类作品,除 《大槐

国》一篇内容着重在向小朋友揭露封建社

会宫场上趋炎附势的坏风气夕卜, 其 余 几

篇,内容都是通过故事向小朋友宣扬我们

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传统美德,如热爱祖

国、先人后己、笃于真挚纯洁的 友 谊 等

等。

第二类, 是 《驴 大 哥 》、 《蛙 公

主 》、 《金 龟》、 《怪 花 园》、 《飞

行鞋 》、《狮骡访猪 》、《狮受蚊欺 》等

十多篇,都是根据外国童话、神话或民间

故事改写的。如 《驴大哥》、《蛙公主 》,

取材于德国的《格林童话 》B 《金龟》,

取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

《怪花园》,取材于南斯拉夫民间故事。

这类作品的内容,有的着重在歌颂人类的

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的着重

在说明生活斗争中的一些主要经 验 和 教

训,或表达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剥削阶

级的憎恨等。

第三类, 是 《书 呆 子 》、 《寻 快

乐 》、《一段麻 》、《风雪云》、《学由

瓜得 》、《以镜为鉴》等几篇,都是直接

取材于现实生活创作的。内容有两种:一

种是作者针对当时儿童中流行的不用功读

书、不爱惜劳动成果、盲目追求快乐、贪

玩好耍、急躁浮燥等毛病,用 娓娓动听的

故事诱导大家接受一些人生的基 本 道 理

(如知识就是力量、勤俭才是快乐的源泉

等等 ),从小养成一些好的品质和习惯;

另一种是宣扬一定的科学知识 (如风雪云

对人类的利弊、人的行动必须遵循客观规

律才能成功等 )。

这三类作品中,第三类作品,即使以

今天的眼光看'多数也仍然不失为出色的

佳作,对于广大小朋友很有教育意义。它

忄J不仅内容健康,而且富有鲜明的时代色



彩。尤其可贵的是,有的作品中塑造了那

-时代先进少年的形象。如 《书呆子》中

的南散,他 “十分用功,下 了班就捧着书

看,星期日也不出去游玩。教科 书 读 熟

了,又忙着把参考书看,什么童话哩,少

年丛书哩,少年杂志哩,常识谈话哩,统

统都看。
”碰到蜜蜂分房时,又能活用知

识,三下五除二,迅速解决别人难题。这

种如饥似渴地广泛吸收各种知识和学以致

用的表现,正是 “五四”时代先进少年的

基本风貌。虽然象这样的少年在当时还为

数不多,正如作品中所指出的: “五、六

十个中只有一个
”,但他们是新的萌芽 ,

必将成长,开花,发出遍地芬芳,因而充

满着青春的活力。第一类、第二类作品,

虽然价值没有第三类作品那样突出,但在

经过十年浩劫以后,民族传统美德受到破

坏,是非美丑的基本标准还在很多人头脑

中混淆不清的今天,对于广大小朋友同样

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当然,由 于作品写

作时代的局限 (大多写在 “五四”
前,有

的甚至写在十月革命前 ),少数宣扬传统

美德的作品还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旧的传统

思想的规范。但在当时,与社会上那些宣

扬封建迷信思想的无聊故事比,也不知要

高出多少了。

茅盾的这些童话作品,在艺术手法上

也显示了一定的特色。在许多作品中,茅
盾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有力地突出

了主题思想。如在 《树中饿 》中,他将历

史上张耳、陈余的以利相交与羊角哀、左

伯桃的生死之交作了对比描写,突出了纯

洁真挚的友谊的高尚和可 贵, 在 《书 呆

子》中,他将勤奋读书的南散与喜欢玩耍

的万尔在蜜蜂分房的紧急关头,一个表现

得手足无措,一个迅速解决问题作了对比

描写,突出了读书、掌握科学知识的重要

性;在 《一段麻 》中,他对罗伦、罗理两

兄弟对待一段麻的两种态度和两种结果作

了对比描写,突出了珍惜劳动成果、做事

细致认真的好处。此外,在 《怪花园》、

《蛙公主 》、《寻快乐 》等作品中,他都

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这些对比手法的

成功运用,对于帮助身心幼稚、阅历尚浅

的小朋友分清黑白是非,走上正路,毫无疑

问9能起到重要作用。

在有些作品中,茅盾还表现出了一种

化抽象道理为具体形象的高 超 本 领。例

如,勤俭、经验、钱财、玩耍,这些本来

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它们对于人生的好

坏利弊,如果单讲道理,生活经验不足的

小朋友不太容易接受。可是茅盾把它们分

别化为活灵活现的假想人物,与作品中的

主人公作朋友互相交往。这样,小朋友们

对它们的利弊好坏就能获得具体、生动、

深刻的印象。

自然,茅盾的这二十七篇童话毕竟是

我国早期童话的一部分,也是他自己文学

创作的最早尝试,因此,在今天看来,艺

术上还不都很完 美。 例 如, 《牧 羊 郎

宫 》、《千匹绢 》、《负骨报恩 》、《树

中饿 》,这些作品,以今天的标准来看 ,

还只能算历史故事。只因为当时社会上把

给儿童看的故事都称为童话,与后来的童

话专指讲给小朋友听的富有幻想色彩的故

事这一含义不同,才把他们列入童话范围

之内的。又如,有些作品明显地受了我国

传统口头文学的影响,文中加入了不少作

者自己的插话和评述,这些评述,有时显

得太多太长了一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

品本身以形象感染人的艺术效果。另外,

最初的一些作品,作为白话文创作,语言

上也还不够圆熟。但所有这一些,很大程

度上都与当时童话在国内还处于 萌 芽 时

期,文学语言处于从文言向白话过渡阶段

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它们恰恰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

所以,对于一个勇于开垦处女地的文学臣

匠本身,我们是不能苛求的。

茅盾的这些童话,在 中国童活发展史

上是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折。中国人最早

看到童话作品,是从晚清翻译家周桂笙在

一九○三年上海出版的《新庵谐译 》开始

的。但那是域外童话的翻译,还不是中国

人自已的创作。中国人最早看到自己创作

的童话作晶,是一九○七年孙毓 修 出 版

《无猫国》以后。但孙毓修的童话,都是

根据外国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和中国

的传统故事改写而成的,没有直接取材于

现实生活的创仵。茅盾的童话创作,在不

到四年的时间里,题材上 ,∷ 从最初单纯地

取材于国内的传统故事,国外的神话、民

间故事,到后来能直接取材于现实;语言

上,从最初运用文白相间的白话文,到后

来运用比较纯粹的白话文;表现形式上 ,

从开始明显地受着民间文学的影响,到逐

渐 自成体统。它完成了我国童话创作由民

间童话到文学童话,由文言转向白话,由
粗糙走向比较成熟的过渡。因而他的童话

创作在我国童话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

的意义。它是中国童话由翻译到改写到创

作这一发展历程中的笫三个里 程 碑。 虽

然,它比之后来叶圣陶的《稻草

^。

》等童话

创作,后者更为成熟,更能显示我国童话

的鲜明民族风格。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

可以这样说,孙毓修和茅盾的童话,为后

来者起了奠基和开路的作用。

除了科学文艺和童话的翻 译、 创 作

外,茅盾在这一时期还在以下两方面作出

了贡献 :

一、一九一七年初到一九-七年中,

以半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寓言初编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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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本前面由孙毓修用骈体文写了序的

书,虽然茅盾在晚年田顾时认为编得 “不

伦不类
”,但由于它是我国历史 上 的 苜

创,用当时孙毓修的话来说,是 “一本开

风气的书”,因此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初版后至一九一九年十

一月,两年多点时间内竟连续出了三版。
(《 我走过来的路 》冫

二、一九一九年起p先后在《学生杂

志 》、上海《时事新报 》的副刊《学灯 》

等报刊上,翻译、介绍、评论了大量的外

国进步作家、仵品。其中最早有影响的一

篇评论文章是登载在一九一九年《学生杂

芯 》第六卷第四——五号上的《托尔斯泰

与今日之饿罗斯 》。这篇文章的题目下有

三行提示: “十九世纪末之世界文学
”、

“
俄国革命之动力

”、 “
今后社 会 之 影

响
”
。当时正是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十五日《新青年 》上发表了《庶 民 的 胜

利 》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前,对
于俄国的 “动力

″和 “远因
”, 是 当 时

“有志之士常议论和探究的课题
”

。茅盾

写这篇文章就是 “
试图从文学对社会思潮

所起的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点

尝试。
” (见 《我走过未的路 》)这篇文

章虽是文学评论,但具有社会批评和政治

批评的性质。现在看来,虽然并不成熟,

但其中对于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和未来的影响的论述,还是比较客观的,

因而仍有积极意义。 “五四”运动爆发以

后,茅盾又在 《时事新报 ·学灯 》上接连

翻译了十多篇小说和剧本。其中短篇小说

《在家里 》是他翻译的第一篇社会小说,

也是他用白话文翻译小说的首次尝试。此

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托尔斯 泰、 肖 伯

纳、泰戈尔等人的文章, 登 在《学 灯 》

上。还写了一篇《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

介绍比昂逊、契诃夫等三十四位作家,连



载在《学生杂志 》第六卷第七——十二号

上。这些译作,对于当时中国读者广泛了

攫萋F聱蠹箬善耋簋笺稚磋于

四”
新文学

还值得附带一提的是,茅盾在这一时

期的《学生杂志 》、《东方杂志 》、《新

青年 》上茇裘的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论文。这些论文看似与文学活动无关,但

它们对于帮助我们了解茅盾这一时期的整

个思想状况以及从事各种文学活动的动因

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他在一九一

七年《学生杂志 》上发表的社论 《学生与

社会 》,实际上是一篇反封建的檄文。作

者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

学思想作了分析和批判,颇有精到之处 ,

很能体现茅盾当时的激进的民主 主 义 思

想。文章结尾对当时学生还提 了个 总 要

求: “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

可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

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

先事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之心,

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

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鸣呼,浩浩

黄胄,其果有振兴之日耶?i;∷  社会,其

果有革新之望耶?会 当于今日之 学 生睨

之。
”这近乎是 “五四”

精神的号角了。

又如他在一九一八年《学生杂志 》正月号

上发表的社论 《一九一八年之学生 》,文

章进一步从议论时政开始,最后太声呼吁

学生 “
翻然觉悟,革 心 洗 肠, 投 袂 以

起
”,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 “革新

思想
”、 “创造文明

”、 “奋斗主义”
。

这些文章,不仅表露了作者当时的爱国主

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水平9而且是他这一

时期所以从事科学文艺、儿童文学创作和

介绍外国进步作家作品等文学活动原因的

最好注解。

四

茅盾的早期文学活动,典型地体现了

一个
“五四”

新文学运动战士的特色。

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兼有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坚实知识基础,而
又敏于吸收进步思想,摒弃一切 陈 规 陋

习;既是文学家、学者,又是反封建的战

士。这正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屮文学巨

匠们的共同基本特征。鲁迅是这样,郭沫

若也是这样。 “五四”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

能在思想上对几千年来顽固的封建堡垒 ,

形成一种强大的冲击波,取得辉 煌 的 战

绩,这无疑是重娶的原因之一。

同样,他的热心于科学文艺与儿童文

学,也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巨匠

们的普遍特征。鲁迅先生不仅最早把法国

凡尔纳这样的科学文艺太师及其部分作品

译介到中国来,而且最先翻译了英国王尔

德的童话。他后来还翻译了爱 罗 先 诃、

望 。蔼覃、至尔 。妙伦、班台莱耶夫等许

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收 集 过 儿

歌,尤其在儿童文学的理论上作过许多精

辟的论述。郭沫若也翻译过科学 文 艺 读

物。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则是一首儿

童诗,创作的儿童歌舞剧《黎明》是我国最

早的儿童剧剧本,理论文章【【JL童文学之管

见 》也是我国现代史上早期有影响的儿童

文学专论之一。他们都是我国现代儿童文

学或现代科学文艺的最早开拓者。此外,刘

半农、郑振铎、叶圣陶、冰心以及稍后的巴

金,都无不在我国儿童文学最早的处女地

上灌浇过自己的心血。儿童文学与科学文

艺的产生、发展都是与世界近代文明同步

开始的。它们都是人类反封建、反蒙昧,追

求民主和科学的结果。因此 9任何一个真正

热望着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进 步 文 学

家,是不可能不重视有利于普及科学知识

的科学文艺,不可能不重视有利于儿童成

长的儿童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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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色,对于生活在今天时代的文

学家们,不能说没有一点重要的借鉴和学

习的价值。

茅盾的早期文学活动对他自已后来的

文学活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由于

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后来从事着多种革命

活动,而且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主将 ,

在成人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上作出了更大更

多的贡献。但是,它对能 “
假此以为群学

之先,后生之良友
”的儿童文学 (见孙毓

修的《童话方》, 《教育杂志 》1909年 2

期 )和使读者
“能于不知不觉之间,获一

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 良思想,辅

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
”的科学

文艺 (见 鲁迅《月界旅行 》序言 )始终有

着深厚的感情。只要有可能,他总要为它

们贡献一点什么。二十年代,他曾编译过

《十二个月 》等优美的童话和《雪人 》等

引人入胜的科幻小说。三十年代,他 曾创

作过 《少年印 刷 工 》、《儿 子 开 会 去

了》、《走向岗位 》、《大鼻子的故事 》

等充满时代气息的中、短篇儿童小说。这

些小说,由 于具有新型的主题 和 人 物,

“向儿童文学注射了一种新的血液,从而

产生了新的蓬勃生长的力量。
” (见陈伯

吹《儿童文学简论 》)他还写过 《关于儿

童文学 》、《再读儿童文学 》、《书报评

述 ·日本儿童杂志 》、《儿童文 学 在 苏

联 》‘、《丹麦童话家安徒生 》、《孩子们

要求新鲜 》、《不要你哄 》等许多儿童文

学专论和评论,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不

断开路。在一九三八年抗日烽火连天的日

子里,还在汉口主编过 《少 年 先 锋 》杂

志,为 当时的小朋友们输送精神食粮。解放

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

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许

多重要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经常写

些评论,乐于在儿童文学这个小百花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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衅一个业余的辛勤园丁,做些浇花锄草的

iL作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他临终前的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还抱病欣

然为中国第一个科幻小说专 刊《科 幻 海

浒 》刊名题签。

公正地说,在我们国内,象他这祥六

十多年如一日,始终关怀儿童文学和科学

夫艺发展成长的作家,并不是很多的。

茅盾 ,是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1郭

冰若一样有着崇高声誉的文学巨匠。全面

地、历史地研究、评价他一生的文学活动,

是我们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因此,根据

宙氵1上所述,我想写以下几句话作为结束语 :

一、茅盾
“五四”前后的文学活动是

^个客观存在。虽然比之二十年代后期和

J∶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尚显幼稚,但它已

显露了作者作为
“五四”

新文化运动战士

的头角,为 “五四”
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实

缋,并为后来进一步走向成熟作了准备。

只有充分认识这一段历史,我们 对 作 为
“五四”

新文化运动战士的茅盾才能有一

个具体的实感。

二、过去的一切现代文学史,在论及

茅盾的文学道路时,都不提茅盾在儿童文

学、科学文艺方面所作的贡献。这是片面

的,不切实际的。文学史或有关专著中,

把茅盾二十年代早期的文学活动作为茅盾

一生的早期文学活动,把茅盾二十年代后

期的创作作为他一生早期的文学 创 作 阶

段,也是不妥的。

三、近年来,有的科学文艺专著,在

论及我国现代科学文艺发展历程时,没有

提及茅盾所作的贡献,并认为中国现代科

学文艺始于一九二二年顾均正的创作,这
是一个明显的疏漏,是应该纠正的。

以上所述,也许多有不当之处,望专

家同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