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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继持认为 , 战后国共两党都分别派员在港活动 , 但左派势力要比右派为大 , 原因有二:一 、国民党宣传人员的无能;

二 、港英政府微妙的策略与倾向。郑树森则指出 , 国民党在文化界的组织及力量是松散的 , 各个部门虽派员来港 ,但没有完整

的组织及统筹 , 不比中共几员大将在港指挥及统筹宣传活动。

②1945年 9月 ,南方局和周恩来派徐迈进与夏衍到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及《救亡日报》, 但因国民党的阻拦 , 《新华日报》

无法复刊 , 《救亡日报》则改以《建国日报》复刊 , 但不到 15天 , 即遭国民党查禁。中共于是派章汉夫 、胡绳 、乔冠华 、龚澎 、林默

涵 、廖沫沙 、邵荃麟等人到港 , 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 、杨奇等人在港建立宣传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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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1947 ～ 1949年间发表在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上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发现 ,其中主要刻画

了两类儿童形象:一是受压迫的童工;二是思想进步的新儿童。这些儿童形象虽带有一定的政治化 、成人化特

征 ,但是 ,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下 ,其表达了创作者进步的社会理想 ,有其真实性与功能性 , 对当时

小读者的创作与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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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thestudyofchildrenliteratureworksinWahKiuYatPo-Children′sWeekly(1947 ～ 1949), twokindsofimagesof
childrenhavebeenfound:oneisoppressedchildlaborer;theotherisadvancednewchildren.Althoughtheseimagesofchildrenhave
somepoliticsandadultcharacteristics, underthespecialpoliticalsituationandsocialbackground, theyexpresstheadvancedsociali-
dealsoftheauthors, possesstherealityandthefunctionandalsogreatlyinfluencethecreationforyoungerreaders, lifevalueorienta-
tionandthedevelopmentofChines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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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日报》(1921— 1995)是香港一份历史悠

久的报刊 ,创立过不少副刊。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

副刊 , 先后有 《儿童周刊》、《儿童天地》与 《青草

地》, 其中以 《儿童周刊 》 (1947— 1994, 下称 《儿

周》)最为长寿 ,前后 48年。战后 ,左翼文人再度来

港 ,组织南方文化宣传队 , 渗入传播机构并展开活

动 , 《儿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创刊。

《儿周》创刊不到 1月 , 主编许穉人即透过(同 “通

过”,下同)征文比赛吸纳读者 ,引导组织 “儿童周刊

读者会”(下称“读者会”), 透过多元化的文艺活动

培养干部 ,积极推动华南文艺运动所倡议的普及路

线。 《儿周》既以儿童为读者对象 , 作品蕴含不少内

涵各异的儿童形象 , 本文以发表在《儿周》(1947 ～

1949)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 探讨作者所建构的儿童

形象 , 并藉读者投稿 、笔者与读者会成员的访谈 ,旁

证这些形象的内涵与意义。

一 、宣传阵地:战后的香港

战后 , 香港人口迅速回复战前的 60万。[ 1] 到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 , 大批人口涌入香港 , 并急增

至 160万。[ 2]战后的香港百业待兴 ,人口的激增益令

居民生活更为艰难 ,当中以物价、居住条件与劳工谋

生最为艰难。[ 3]正因香港经济元气未复 ,再加上劳资

冲突 ,中共较容易在工人阶级与教育界展开宣传势

力及组织。[ 4] ①然而 , 战后中共所以在香港开展工

作 , 原因有二:一是国内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排挤

与压制;[ 5-6] ②二是当时香港没有新华通讯社的办事

机构 ,也没有中共报刊传播主张与建国方略。因此 ,

在 1945至 1949年间 , 香港成为左派最后、也是唯一

的宣传阵地。



日本投降不到 1月 ,东江纵队《前进报》社长杨

奇接获指示 , 与 6名骨干人员到香港创办《正报》 ,

成为香港战后第 1家人民的喉舌。[ 7] ①与此同时 ,东

江纵队秘书长饶彰风也率领干部陆续抵港 , 积极筹

办《华商报》的复刊工作 , [ 8] ②同年 , 新华社成立 , 章

汉夫负责的《群众》杂志和乔冠华、龚澎负责的英文

半月刊《今日中国》也陆续出版。 1947年初 ,中共成

立香港分局 ,直接受中央领导 , 下设香港工委 , 专门

负责香港、华南以及东南亚的统战工作。[ 5]

与此同时 ,左翼文人也在香港创办杂志、出版社

与书店。杂志大多以不定期的丛刊出现 , 像 《文艺

丛刊》与《学生文丛》, 而出版社与书店则有 “智源书

局”、“生活书店” 、“民主书店”、“初步书店” 、“人间

书屋”、“新民主出版社”等。再如办学则有 “达德学

院”、“南方学院”、“持恒函授学校”和 “新闻学院”

等 ,对香港文化发展有实质影响。[ 4, 9] ③此外 ,中共还

加入其他报章 ,以《华侨日报》为例 ,它的前身为《香

港华商总会报》, 是一份工商界出版的报章 , “没有

明显的政治立场 , 主要以香港的利益为出发点。

《华侨》编辑和记者可能立场不同 , 有左派有右派 ,

《华侨》并不干涉”。[ 10]以引入《经济导报》的经济专

才为例 ,林铃指出《华侨日报》创办人岑维休为扩大

经济版 ,曾透过同学李启辉(《经济导报》督印人)引

入陈文川、麦扬(麦克明)、容若思等专才。因此 ,

《华侨日报》经济版在他们的主持下 , 曾经发表不少

有利中共 ,但又与该报立场并不协调的新闻。[ 11]

此外 , 《华侨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主编侣伦也

指出香港在内战期间再成为战斗的 “后勤基地”,而

报刊也就是南来文人渗透的主要目标:

国内的进步文化人又从四方八面来到香

港。也是凭了地利关系 , 从事另一种政治意义

的文化工作。他们除了出版《青年知识》这一类

刊物 , 还在当时的几个报纸副刊上面投稿:如

《文汇报》的《文艺周刊》 , 《华商报》的副刊版 ,

《华侨日报》的《文艺周刊》, 《星岛日报》的《星

座》……等都是他们发表文章的地方。[ 12]

《儿周》主编原属意黄庆云出任 , 但因《新儿

童》编务繁忙 , 推荐了许穉人与胡明树主持该刊。

许穉人为中共地下党员 , [ 13]主持 《儿周》, 意在吸纳

小读者 ,从而培植、提拔青年文艺干部 ,积极响应中

共在粤港两地的文艺政策。据 1946年的数据显示 ,

《华侨日报》销数为 38 000份 , 占全港第一位。[ 14]以

党报宣传政见虽可收效 , 但透过全港销数最高的非

党报宣传政见 、吸纳读者 , 既可免去政治色彩 , 又利

于讯息流播 ,对群众有较大的影响。

《儿周》创刊于 1947年 3月 1日 ,是战后报章儿

童版 “拥有最多热心读者的副刊”。[ 15] 《儿周》虽为

小读者而设 ,但许穉人强调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在《发刊词》中 , 许穉人指出战后的香港 , 缺乏健康

的儿童读物 ,她呼吁关心儿童的朋友来为这片荒芜

的园地播种耕作 ,并肩负导师的重任 ,引领小读者走

向这片纯真伟大的国土 , 鼓励他们参与园地的播种

与耕耘。[ 16]为吸纳并培植 、提拔青年文艺干部 , 《儿

周》创刊 1月 , 即举办第 1次征文比赛 ,再由读者来

稿所吸纳的小读者 , 不旋踵即成为《儿周》的作者。

再加上在 1947年 9月 21日成立的读者会 , 其所吸

纳的基本成员 ,令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 的一半地

位 , 是读者自己编的。” [ 17] 1947年至 1949年间 ,读者

会举办不少活动 ,像郊游 、比赛、出版刊物如 “读者

之声”与“组刊”、编辑“小信箱”、举办文艺讲座与讨

论会 、组织图书馆与筹建义学等 , 为小读者提供学校

以外的学习机遇。半世纪过去 , 龙季莹认为在向人

生道路举步的时候 , 《儿周》与读者会给她上了 “最

好的第一课”, [ 17]而《华侨日报》总编辑何建章倡议

成立的读者会更是 “知识的摇篮” , [ 17] ④既启迪读者

对社会的认识 ,还奠定部分读者正确的人生观 ,对会

员日后的人生影响至为深远。[ 18]此外 , 读者会举办

了活报剧比赛与演出 ,当中以吴祖光《少年游》与许

穉人《他们的梦想》的演出最令会员乐道 , ⑤前者在

会员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 , 后者则让他们深信中国

正朝着新生的方向走 ,而这一切都不是梦想 ,在不久

将来一定会实现的。[ 19] 1948年 8月到 1949年 3月

期间 ,近百名民主人士由香港北上进入东北和华南

地区 ,中共在香港的活动遂告一段落。另外 ,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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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报》创刊于 1945年 11月 13日 ,停刊于 1948年 11月 13日 , 杨奇任社长兼总编辑。钟紫称在港英当局批准《正报》

创刊前 , 早已到香港主要工团了解情况 , 为进步社团职工讲解时事 ,给夜校工人上课 , 使与进步工会的领导与工人建立良好关

系 , 以便日后的宣传工作。

1945年 10月间 , 饶彰风等来港筹划《华商报》复刊工作 , 1946年 1月 4日《华商报》以日报复刊。 刘思慕指出饶彰风在

《华商报》复刊初期是以副经理的名义 , 代表地下党全面领导报社和它的附属单位。 到了 1947年 , 章汉夫出任中共中央香港

分局香港报委书记 , 主管《华商报》的方针与政策。 1949年 10月 14日 , 广州解放。 15日 , 《华商报》自动停刊 , 报社全部人员

进入广州 , 参加筹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

卢玮銮认为中共所创办的学校虽含政治目的 ,但容纳了不少年轻的 、失学的 、流落在香港的内地青年及本地人 , 对香港

教育 , 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有深远影响。

读者会的活动经费是由何建章每月在《华侨日报》拨款 200元予以支持。

“儿童周刊百期纪念文艺晚会”于 1949年 2月 5日在香港岛上环青年会举行 ,会上除向百期纪念征文入选颁发奖品外 ,

还演出话剧《他们的梦想》, 出席大会并观看演出者千余人。



间 ,港英政府日益关注左翼人士在香港的活动 ,部署

削弱他们在香港的活动 ,并针对公安 、教育 、出入境 、

社团、人口登记、驱逐不良分子与紧急法等 , 先后制

订法例 ,以严厉的法律手段对付妨碍殖民统治的机

关与人物。 1949年 1月 , 38个社团遭香港政府拒绝

注册 , [ 3]期间 ,超过 60人被香港政府递解出境 , 读者

会也在这个时候解散了。

二 、受压迫的童工

抗战初期 ,香港因英国殖民地的身份 ,稍能侥幸

免于战乱。 1941年底 ,香港失守 , 居民或返回内地 ,

或不得已滞留香江 ,经历战争的可怖 、敌人的压迫与

屈辱。战后 ,香港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但经济饱受

破坏 , 居民生活困难 , 失学儿童多不胜数。[ 19] ①失学

儿童中有的当学徒与婢仆 ,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有

的在街头卖报擦鞋 ,赚取微薄的收入;更有不幸者 ,

因失去双亲而沦为乞丐 , 不得温饱。发表在《儿周》

的作品中 ,作者便塑造了不少学徒、婢仆、报童 、擦鞋

童与乞丐的儿童形象 ,既反映战后社会现实 ,又为受

压迫的一群发出呼号。

学徒不单要忍受工厂老板的刻薄寡恩 , 还得服

从掌握一切权限的师傅 ,忍苦耐劳 ,唯命是听。学徒

的工作是繁重的 、龌龊的 , 粗活从早到晚 , 不得歇息。

因此 , 作者笔下的学徒往往是备受压迫 , 形容枯槁。

《人生是这样温暖》[ 20]中那镜厂学徒小华 ,因无心打

破一面镜子 ,先被师傅殴打 , 后遭解雇 , 回家后郁结

成疾。 《我的生活》[ 21]中的印刷厂学徒 , 为帮补家

计 , 不得不放弃学业 , 当个印刷厂的学徒。在工厂

里 , “我”不单要承担各种繁重的工作 , 还得受 “领

班”的责骂。白天的工作 , 再加上夜班 , “我”每天得

工作到晚上 10至 11点钟 , 翌日又要早起 , “我”因

而日渐消瘦。 《我是一个织造厂的学徒 》[ 22] 中的

“我”也有着同一遭遇 , 工作时间从没规定 , 赶货时

通宵达旦更不足为奇。涛声在《一个做鞋学徒的感

想》文中曾经细致刻画了一个做鞋学徒的形貌 , 让

读者如见其人:

做鞋的人他们都是挂着一副苍白色的面

孔 ,和一条瘦弱而曲背的身躯 , 没有一个是强壮

的 ,他们有着一双多起一层厚皮的手 , 和满布了

刀痕的大腿 ,还有很多奇怪的状态 ,像左手的姆

指特别扁大 ,二指特别弯曲 , 在左边胸部上起了

一很厚的皮肉等等。虽然有些是例外 , 但却是

很少数很少数。[ 23]

做鞋工人每天坐在一张矮小的櫈子上 ,做着 12

到 14小时的工作 , 如涛声所言 , “这就摧毁健康而

有用的身躯最好的方法”。[ 23]备受压迫的一群有改

变现状的可能吗? 作者似乎只能透过主人翁的诘

问 , 向上天发出无力的呼喊:

我的童年却是这样的不幸 , 是谁赐给我的

呢? 难道我的童年注定没有幸福的吗?[ 21]他们

(学徒)不是都步着摧毁他们自己有用的身躯的

途径吗? 不是都在磨灭了他们底活泼宝贵的青

春吗? 这是谁令他们这样做的呢? 我想问。[ 23]

此外 ,学徒虽有心向学 , 但往往遭受老板与师傅

的阻挠 ,剥削他们读书写作的时间。像《告假》中的

小波 , [ 24]他想请假参加读者会 ,但遭到老板 “晓以大

义” ,要他尽自己的 “责任”———做工、煮饭。 《我是

一个织造厂的学徒》的小学徒在加入教会后 , 因为

得到宗教的庇荫 ,刻板的生活渐次点染了色彩 ,他看

书、写日记、参加演讲……但师傅总借故斥骂、阻压

他向上的思想。再有不问因由的主人 ,毒打不敢反

抗的女仆 ,像在《可怜的女婢》中的女仆 , 便因为忍

受不住虐打 ,消极地以死结束宝贵的生命。[ 25] 《救救

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所展示的更是一个奴隶世界 ,

女仆愉偷讲了些话、女学生在黑板上写上 “反对内

战 , 要求和平”, 她们便遭受鞭打的酷刑。在 “我是

主你是奴”的社会里 , 受压迫的一群都噤若寒蝉 , 不

敢反抗 ,许穉人虽在篇末为之发出呼喊:“我们要自

己动手来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 [ 26] , 然而 , 只要受迫

害者不敢起来反抗不公平的社会 、反对不合理的待

遇 , 奴隶世界便永远没法消除。

可幸社会上不尽是压迫弱者的剥削阶级 , 同情

弱小孤寡 、受苦者相濡以沫 , 彼此互相帮助的也比比

皆是。在《人生是这样温暖》中 ,小华幸有读者会的

友侪帮助 ,为他筹措医药费 , 而医生因感动于小朋友

间的友爱关怀 , 竟不收分文 , 诚如小华所言:“人生

是这样温暖 ,人并不孤独” [ 20] 。在《孩子的爱》中 , 陈

云孤身一人到处流浪 ,他的生活并不容易 ,但遇上与

他同龄的可怜儿时 ,他愿意把一天辛苦得来的工资 ,

还有那准备买 1支牙刷的钱 , 全数用到那可怜儿的

身上 ,为他买药。许穉人在篇末以明亮的颜色 ,为这

受压迫的人儿 ,预示了美好的明天:

窗外的天空渐渐明朗起来。

天亮了 ,人们都到庙里来 ,看见那两个孩子

还互相拥抱地睡着 , 嘴角挠挂着一丝丝的微

笑。[ 27]

徐虹在《一个倔强的卖报童》里塑造了一位倔

强的卖报童 ,他 14岁左右 ,长得矮小瘦削 , 但 “眼睛

带着营养不足的枯黄色 , 但却似潜伏着一种光芒机

敏而沉静地隐隐闪烁着” [ 28] 。虽然 , 卖报童工作勤

快 , 不肯向现实屈服 ,但为了 “吃饭”, 他却不惜与同

行互相殴斗 , 争夺 “地盘”, 彼此看作仇人。对此 ,

“我”感到无限的悲哀 , 因为受压迫者没有弄清———

迫使他们贫穷饥饿的才是真正的敌人 ,而非同样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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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迫的弱者。 《一个倔强的卖报童》发表后 1周 ,

许穉人以戏剧《互助》 [ 29]深化相类的主题。小乞丐

小牛和洪仔同是战后香港社会上贫困的底层 , 靠着

行乞渡日。饥饿不单让人丧失理智 , 也失去做人的

尊严 , 为了 5分钱 , 两人终而反目 , 互相殴斗。如工

人叶强所言 ,小牛与洪仔并非敌对的对方 ,他们真正

的敌人是不合理的社会 , 是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他们

的人。受压者要过好日子 , 不出两者 , 一为自力更

生;二为团结起来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小牛与洪仔

在叶强精神的鼓励与物质的扶持下 , 展开了人生新

的一页。再者 ,小学生陈云因感动于叶强的义行 ,也

捐出与姐姐看戏的钱 ,交与小牛与洪仔 ,作为经营卖

报行业的本钱。苦难的人彼此帮助 , 相濡以沫 ,他们

并非孤独的一群。

《儿周》作品中所塑造的儿童形象往往走向两

极:一是生活困苦 、备受压迫的孩子;二是生活优裕 、

不知人间疾苦的少爷小姐。不过 , 在受苦受难的孩

子身边 ,不无思想进步的份子 , 在他们的指引下 ,受

压迫者明白了受压迫的原因 ,也认清谁是真正的敌

人。于是 , 受压迫的孩子团结起来 , 共同创造新社

会。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究属作者的空中楼阁 , 还是

生活的真实写照? 读者会成员伍志强因中日战争而

辍学 , 香港沦陷后返回内地 , 战后又从内地返港 ,生

活艰苦 ,最终不得已当个 “下栏尾”, 受尽歧视与折

磨 ,就这段经历 , 他有这样的忆述:

我在日本铁蹄下成长的 , 童年苦不堪言。

日本投降后 , 生活未有改善。 返港后 , 因为生

活 ,我以“下栏尾”的工作维生 , 但这份工作不单

令我受人歧视、还遭到黑社会的蹂躏 , 以至师傅

无理的斥责。后来再因沉溺在各种陋习(抽烟)

中 ,我更感前路茫茫。偶然读到《儿周》 ,很受感

动 ,于是毅然投稿。读者会成员对我关怀备至 ,

旅行时对我念念不忘 , 在《花絮》中更表达了因

我缺席而遗憾的话。认识何若更是我人生的转

折点 , 深夜详谈 , 何若了解我的苦闷 , 鼓励并指

示出路 ,从他的口中 , 我第一次听到自由 、民主 、

新中国与革命等新鲜的名词。我把对前途的忧

虑向何若和盘托出 , 同时也表达了对国民政府

的痛恨 ,觉得中国必须来一次全面的变革。就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 我接受了何若的指导与

影响 , 其后再而影响别人。①

———笔者与伍志强、吴锦勋的访谈(2008年

6月 30日)

许穉人在《小倔强》所塑造的小强 [ 30] ,彷佛就是

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 “伍志强”。小强的母亲

早逝 , 父亲因工折断了一只手 , 于是不得已辍学 ,当

裁缝学徒以维持生计。小强不单品性善良 , 同情弱

小 , 他还好学用功 , 因着 “我”借给他的书 , 增添了许

多知识 ,许多勇气。如果 “我”以书本给小强指引 ,

让他思想进步 ,那么 ,小强其后带着受老板娘欺负虐

打的新学徒离开洋服店 , 在偌大的世界里寻找自己

的路 ,则可视为受压者起来反抗的表现。小强以至

现实生活的 “伍志强”, 他们都是受压迫的人们 , 但

因为得到思想进步份子的熏陶与导引 , 既丰富知识 ,

也长足了志气 ,毅然挺身反抗 ,站在时代洪流的最前

端 , 为创建合理的社会而奋斗。像小强 、像 “伍志

强”等受压迫的儿童形象 , 实有他历史时代与社会

背景的意义。

此外 ,许穉人一意描摹这些儿童形象 ,同时也有

他的功能意义。如前述 , 《儿周》的创办与读者会的

组成 ,目的在吸纳有用份子 ,因此 , 作者在《儿周》一

再塑造受压迫 ,但继而奋起的儿童形象 ,实有助吸纳

积极的读者 ,将其培养为建设祖国的中坚份子。诚

如伍志强所言 ,受压迫者 “接触《儿周》后 , 便好像找

到一个灯塔 ,虽然不知将被引领到哪里去 ,但它让读

者拥有一个方向。”(笔者与伍志强 、吴锦勋的访谈

〈2008年 6月 30日〉)今天重读发表在《儿周》的作

品 , 必须把它纳入战后中国政局大环境以及当时香

港的社会现实加以诠释 , 否则无法明白 “我以我血

荐轩辕” [ 31]的“少年轻狂”, 无法理解一群来自社会

各阶层的青少年 ,在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主编许穉

人的指导下 , 参加了读者会各种活动 , 并在互相帮

助 , 互相学习 , 培育了爱国主义思想 , 以至后来回国

加入了游击队 , 配合人民大军南下 , 迎接华南的解

放。[ 32]读者冯飞凤在上世纪 50年代返回内地念书 ,

在访谈中 ,她回首当年抉择 , 指出 , “《儿周》不但提

高儿童的文学文化水平 ,还培育了一群有志气、真挚

朴素的年轻人”(笔者与冯飞凤 、何天樵 、伍志强、吴

锦勋的访谈〈2008年 7月 7日〉), 肯定了《儿周》与

读者会给她的启迪与培育。

三 、思想进步的新儿童

《儿周》早期作品的政治意识浓厚 , 意在吸纳思

想进步的读者 ,使成为改革社会 , 创造新中国的中坚

份子 ,读者中有认为 “一生的理想和事业是从`儿

周' 开始的 ,是`儿周' 把我(吴文法)领上爱国主义

的道路上来” [ 33 , 36] 。由 《儿周》衍生的读者会 , 更是

进步份子的实习场所 , 举凡郊游 、文艺活动、文艺讲

座与讨论会、组织图书馆与筹办义学 , 让年轻读者把

已得与所学 , 应用在实际工作上。活动前的筹备工

作 ,活动中的团结合作与活动后的反思检讨 , 都是许

穉人的精心设计 ,让新中国未来的主人翁施展所长。

读者会核心人物龙季莹这样记录当年的青春岁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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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儿周》、读者会与许穉人对他们的启迪与影响:

副刊主编许穉人先生 , 亲切热情地来到我

中间 , 她谆谆善诱 , 通过《周刊》上的华章 ,读者

会的读书、歌咏、舞蹈 、特别是《他们的梦想》的

演出 , 展示一个美满的社会 , 在那里 , 贫苦和受

压迫的青少年都有美好的生活和工作 , 有为祖

国繁荣而奋斗的机会。[ 19]

以作品为例 ,许穉人每以篇幅短小的生活故事

带出政治议题 ,像《民主精神》[ 34]与《革命精神》 ,既

为读者阐释民主与革命精神 ,还以孩子的话表达美

好的意愿:“我们孩子这一代 , 只要先生肯教导 , 也

一定能发挥革命的精神 , 把国家社会的坏现象改

革。” [ 35]诚然 ,作品中的师长对受压迫者起着灯塔的

作用 , 但稍长的同侪也是思想进步的份子 ,不单有参

与改革事业的宏愿 ,还鼓励了迷惘 ,但满有志气的儿

童 ,使他们成为思想进步的有用份子。或有批评许

穉人作品中的儿童形象过于单一 , 人物性格的刻划

也嫌简化 ,但在现实生活不难找到他们的原型 ,像读

者会年纪稍长的成员何若。伍志强在访谈中一再感

激何若对自己的导航作用:

是他首次给我解析剥削和被剥削;是他借

鲁迅的诗文给我读;是他将我当时的职业状况 ,

写成《下栏尾》一文 ,登载在 1948年 2月 23日

香港《华商报》的《热风》版上;是他鼓励并和我

及甄瑞富在游艺会演活报剧《收租》。[ 36]

读者会成员中 ,以在学儿童居多 ,家庭经济较在

职青年组为佳 ,像何若 、龙季莹 、冯飞凤等。然而 ,他

们不分贫富 ,不分贵贱 ,以一股热情关爱弱小 , 鼓励

他们奋起争取合理的生活 , 创建平等健全的社会。

在《小明的疑问》 ,许穉人便塑造了小明与小云两位

富同情心、思想进步的小孩。善良的小云同情乞丐

小黑子 ,把手上的饼食分给他 , 但势利的母亲不单斥

责小云 ,还把饼食扔给家里的狗 ,不肯施予。由小见

大 ,小明质疑人们为甚么不能自由平等过着亲爱的

生活 , 于是立志要当解放黑奴的林肯。[ 36]就反对内

战 ,争取和平的议题上 ,许穉人又发表了《爱》和《孩

子这一代真是了不起呀》, 当中塑造了几位年轻 ,但

思想进步的新儿童。在《爱》里 , 小筠既愤慨竟在战

后强迫人民缴交 7年来的 “抗战谷”的腐败政府 ,又

同情因内战而再受破坏的家庭。小筠虽然年轻 ,但

明白团结弱小的力量必成大器 ,她向父母亲表达了

高远的理想与呼吁:

我要呼吁国内和平 , 不要再拉壮丁 , 不要再

制造这许多孤儿寡妇 , 等我长大了 , 有能力 , 我

还要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 , 我要把这个不合理

的社会改造成合理的社会…… [ 37]

小筠怎样达成她的理想? 像全心投入读者会活

动的成员一样 ,她想到写呼吁和平的文章 , 投到《新

儿童》,投到《儿周》, 期引起同侪的响应 , 形成一股

强大的力量以迫使政府停止内战 , 让陷于内战的士

兵得以回乡。在《孩子这一代真是了不起呀》, 子山

为争取民生与自由 ,竟为暴徒所伤。弟妹不过是 10

来岁的学生 , 但懂得打起 “争取自由 , 弟弟援助哥

哥” [ 38]的旗子 ,做哥哥子山的后盾。在许穉人的笔

下 , 小筠、小明与小曼的形象也许过于理想 , 但这正

是中共吸纳党员 , 培养成为干部的目标。再证之读

者会举办的种种活动如文艺讲座 、讨论会、观赏革命

电影 、话剧演出等等 ,主事者莫不以此朝向改革者的

培养工作。

踏入 1949年 ,中国大陆政局产生巨变 , 许穉人

以“小小颖”的笔名发表了政治意味更为浓厚的作

品。在作品中 , 许穉人往往以第一人称的 “我”, 把

日常参与的政治活动融注到儿童的生活里。 《新生

的一代》中的哥哥、姊姊 、小明、小云 、何菲和“我”都

不过是中小学生 ,但他们组织了读书小组 ,当中既谈

时事 ,也讨论作品。许穉人笔下的读书小组甚有规

模 , 在全国学联成立和华南学联成立问题上的讨论 ,

哥哥当了主持 ,先发表学联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

再由姊姊 、小明和何菲表达如何向应成立学联成立

的想法。[ 39]虽然 , 有或质疑许穉人笔下的儿童形象

过于成人化、政治化 , 其所表达者不过是党员口吻 ,

而非 10多岁儿童的观察与识见。然而 ,据伍志强与

吴锦勋的忆述 , 读者会成员中曾自发组成 “读书

组” ,研习政治 、哲学与文学作品 , 为迎接华南解放

而努力。 (笔者与冯飞凤、何天樵、伍志强与吴锦勋

的访谈〈2008年 7月 7日〉)

1949年“五四”前夕 , 许穉人在《爸爸讲五四历

史》透过参与 “五四运动”的爸爸 , 讲述了 “五四运

动”的由来。[ 40]其后 ,再以《怎样纪念 “五四”?》向年

轻一代宣示 ,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后 ,即要

肩负建设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任务。[ 41]如何承担庄

严的任务? 小小颖从个人锻炼、帮助他人与参与反

帝反封建斗争三方面侃侃而谈 , 表达了一位新儿童

的志向。在现实生活中 ,吴锦勋在 1949年 2月演出

话剧《他们的梦想》后 , 便与龙基 、伍志强开了几次

秘密会议 ,计划返国 , 期进入游击区参与游击战 , 为

建设新中国而努力。①

《儿周》既是以年轻读者为对象 , 作品中每以儿

童为中心 , “小颖周记”便是一例。许穉人把反对内

战、争取民主自由等政治议题 ,变作小颖日常所见所

闻 , 所思所想 , 逐一为读者阐释时局。以第一周《为

甚么要反扶日》为例 , 哥哥与父亲透彻地分析了战

后美国扶日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工商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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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颖虽被哥哥称作 “你还少〔小〕, 不懂也算了”, [ 42]

但好学先进的她却不以为然 ,她反驳说:

我为甚么不懂就算呢? 我已经初中学生

了 ,我要懂 , 我想哥哥懂这许多东西都是由报纸

得来 ,我不也会看报纸吗? 因此 ,我决定了以每

天看一小时报纸 ,以丰富我自己的知识。

许穉人笔下的小颖是新中国的理想儿童形象 ,

拥有了解国事 、关心民间疾苦、勇于改革的进步人

格。在《谈电影》 ,哥哥为小颖指出电影是有意义的

艺术 , 一出好的电影能教育那些无知而犯错误的人 ,

让他们思想进步。由此 , 小颖即想到读者会小组中

两位当学徒的朋友 , 希望能给呻吟在生活重压之下

的职业青年信心 、勇气和希望 , 使沮丧自卑者一变而

为奋发自尊的人。[ 43] “小颖”正是许穉人致力培养的

《儿周》读者与读者会的成员 ,她年少 , 但富同情心 ,

关注弱势社群 , 受益于师长的指导后 , 即能踵武其

后 ,再而影响他人。作品的儿童与现实中的少年 ,不

单互为呼应 ,还显示了 “召唤”的功能 , 像何若 , “他

有一种领袖的魅力 ,令人不其然会亲近他 、认同他的

理想。”(笔者与冯飞凤 、何天樵、伍志强与吴锦勋的

访谈〈2008年 7月 7日〉)许穉人以志气非凡的新儿

童形象吸引同龄的读者 , 呼召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

的行列。

四 、结　语

战后的香港 ,以她独特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 ,

成为中共的宣传阵地 ,南来文人在此间创办报刊、书

店 、出版社与学校 , 加入到传播机构 , 用以宣传中共

的主张与建国方略。因此 , 吸纳人才更成为建国的

有用份子是党员的任务 , 有读者会成员回忆当年师

长对他们的关怀与指导:

周而复等有名的共产作家来到我们中间 ,

细心为我们解说 , 很难想象他们竟花时间为我

们这些黄毛小子解答问题。

———笔者与冯飞凤、何天樵 、伍志强与吴锦

勋的访谈(2008年 7月 7日)

建立一个平等、自由与合理的社会不单是这一

群年轻读者的任务 , 还是他们的信仰 , 是“他们的梦

想”。经历近半世纪 , 龙季莹说到当年的热情与追

求:

我们争读进步书刊———《青年知识》及高尔

基的作品 , 我们热烈争论;我们年纪不大 , 却忧

国忧民 ,忧心祖国人民生活在苦难中;我们热切

要求投身革命 ,报效祖国。[ 44]

《儿周》作品中所呈现的儿童形象 ,虽或过于政

治化、成人化。然而 , 战后 ,香港以它的特殊的位置 ,

因着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 , 造就了 《儿周》与读者

会 ,而作品与现实中互为交错的受压迫的童工与思

想进步的新儿童 ,不单有其真实性与功能性 ,表现作

者的社会理想 ,还指示了战后香港的特殊意义 ,为香

港写下一页独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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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所说 ,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关注当前某

种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值得重视。如维吾尔族艾贝保

·热合曼的《出远门的少年》、朝鲜族梁永哲的《小

男孩与青龙大刀》 , 前者写少年穆合塔尔进县城与

父亲走散后被拐骗后一路上的遭遇 , 面临即将被运

送到内地的阴谋 ,他打定主意要逃跑;后者写一个父

亲下岗 、母亲傍大款的小男孩 , 为寻找父亲并为父

“报仇”而离家出走的男孩 ,写他出走后的流浪以及

与 “我”的相遇。这两个作品全是小说 , 内容却很现

实 ,显示出民族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用极朴

素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 ,写得真诚投入 ,让我们读出

了其他作品中没有的一种隐匿的忧伤和愤懑 ,读出了

另一种视角下民族少年可悲的生活图景。这是民族

作家对儿童成长主题的一种开掘 ,他们切入的是儿童

文学创作总也离不开的家庭 、学校、社会的领域。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 , 广东省回族儿童文学作家

王俊康主编的 、由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小

学生校园诗歌朗诵集》(上 、下集 ,并附朗诵、音乐光

盘)。广西壮族作家刚夫的《海底科普寓言》(一套

五册)获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第四届金骆驼奖一等

奖。无论是内容的独特、表现的新颖 ,在中国各民族

儿童文学中都属 “第一”。

令人分外欣喜的是 , 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写儿童

文学的多了起来 ,而且大都起点较高。不过 ,欠缺的

事也总是有的 ,比如 , 民族诗人不算少 ,但真正为少

年儿童写诗的诗人有多少? 童话是儿童们最喜爱的

一种作品 ,而民族作家创作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童

话也极少 [ 1] 。有意思的是 ,从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

源头看 ,诗和童话恰恰是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最早、

最兴旺的作品。事实上 , 民族作家中真正称得上是

民族儿童文学作家的 ,只是有数的几位。其实 ,民族

地区儿童的生存状态、生活状况 , 也有许多值得民族

作家关注 、关怀的 , 比如彝族余继聪的散文《幸福其

实很简单》中写到的滇中高寒山区板凳山小学的彝

族小学生们 ,他们贫穷却进取 、幼小也勤劳的件件事

情 , 都撼人心弦。我想 , 民族作家们能到那里去走

走 , 定能写出更具震撼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当然 ,这

只是眼前想到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说是 “少数”

实非少数 [ 2]——— 55个少数民族的儿童生活是怎样

的多姿多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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