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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浙江籍作家海洋文学作品探析 

周春英      曾莹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民国时期许多著名浙江籍作家，创作了一些与海洋有关的诗歌、散文与小说，这些作品把揭示社会现

实与描写海洋景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别样的海洋文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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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处东南，东临大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都临海而建，海洋给浙江人民的生活和交通带来了便利，

也养育了一代作家，他们有的出国留学，感受了大海的浩瀚和无穷；有的则扎根乡土，找寻海与乡民之间生命维系的纽带。独

特的人生经历使浙江籍作家创作了一些与海洋有关的文学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但作为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文学史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在民国时期，浙江籍作家笔下出现了一些描写海洋的文学作品，以短篇小说居多，也有少量的散文和诗歌。其中王鲁彦的

《船中日记》《听潮的故事》，陆蠡的《海星》《贝舟》是散文中的代表作。巴人的《六横岛》，楼适夷的《盐场》，穆时英的《咱

们的世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郁达夫的《沉沦》等则是小说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徐訏的《风浪》《甲板上》，徐志摩的《海

韵》《地中海》等则是诗歌中的翘楚。这些作品中有的借助海景揭示人生真相，有的通过大海等意象抒发真情实感，有的通过刻

画沿海民众生活的艰难和反抗，揭示统治者的残酷。但是与新时期的海洋文学相比，这时期的海洋文学数量少，且比较零散，

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大部分作品只停留在少量描写海景的片段，只有少数几部作品把海景与人的命运、社会发展联系起

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国人的海洋意识还比较淡薄，“在国人心理的深处，对海洋还持一种拒斥的态度。”
①
不过，作为一

种文学现象，还是有研究的价值。  

一、壮美海景与生活真实的交融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把“美文”的概念引入到中国，并大力提倡。现代散文因此而繁荣起来，各种形式的散文

大量出现，散文领域呈现了纷繁多姿的局面。  

一些浙江籍的作家，因从小生活在海边，被家乡独特的地理环境所浸染，鲜活的海产、壮丽宏阔的海景日夜陪伴着他们。“浙

东自然环境既显示出浓厚的土性特征，又因为其面临大海而凸显出了其开放性的一面。这使得浙东作家在乡村体验方面有可能

被注入新的内涵。”
②
 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使这些作家创作出了与内地作家不同的具有海腥味、海气息的海洋文学。  

虽然王鲁彦的主要成就在乡土文学，但他的作品与蹇先艾、彭家煌、台静农等内陆作家笔下“土滋味”特别浓的作品不同，

他的作品中包含有东南商业重镇宁波浓厚的商业气息以及周边乡下民众被金钱至上观念所腐蚀的冷漠自私思想，表现了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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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和资本经济的冲击下，乡村文化的变异和作家对改造国民性的担忧。除了这些带有海洋气息的乡土小说之外，他的《听

潮》则是一篇直接歌颂海、描写海潮优美景色的具有浓厚海洋文学特色的抒情性散文。1929 年 8月王鲁彦携妻子及朋友去普陀

山度假，既看到了壮丽的大海景色，也受到了势利的寺庙僧侣的嘲弄，作者内心很是愤怒，回来之后写下了这篇散文。文中既

用优美的文字表现了大海潮来潮去的“柔美”和“壮美”，又借助文字对寺僧的势利行为进行犀利的抨击，抒发自己强烈的愤怒

之情。整篇文章情感浓烈，写景记事抒情，条条不落；状物绘景，体察入微，具有独特的形象美和意境美。  

首先，作者借助工描手法宏观的描绘了潮前、潮起、潮满、潮退的过程，以及大海变幻多姿的壮丽景象，给读者带来了一

场融听觉与视觉于一体的豪华盛宴。其次，巧用拟人、通感和比喻等修辞手法，把潮涌之时的壮观和潮来之前的平静刻画得十

分美妙。潮来之前，波浪轻吻着岩石，海在低低呻吟，似乎一切都在沉睡，连星星也睡了，此时的大海沉静诱人。可是，当钟

声惊醒了大海之后，大海变得狂怒而暴躁，从开始“哺哺的声音”到后来像“战鼓声，金锣声，枪炮声，呐喊声，叫号声，哭

泣声，马蹄声，车轮声，飞机的机翼声，火车的汽笛声，都掺杂在一起，千军万马混战了起来”。在此，作者连用了十种声音来

比拟海潮声，联想大胆新奇，凸显了海潮的声势浩大、气壮非凡。这种动静结合、以动写静的手法，写出了大海的灵魂；这种

或工笔细描、或浓墨淡彩的描写技巧，疏密有致地描绘了一个情景交融的艺术画面，给人如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作者借描写海

浪的起伏汹涌来表达自己对以寺僧为代表的一些势利人物的愤怒，实在是奇妙至极。  

台州籍作家陆蠡也有少量描写海洋的散文。《海星》叙述一个非常热爱母亲和哥哥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捧着贝壳从一个小丘

跑到另一个山巅去摘取星星作为送给母亲和哥哥的礼物，可是他一直追逐到无路可寻的海边还是没有摘取星星，最后坠入大海

而亡。在这里，海星的绚丽美好与孩子悲凉凄惨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孩子的纯真与现实的残酷引起人们的深思，孩子这

一柔弱的形象因此更具真实感。而《贝舟》是一篇想象非常奇特的散文。在海产馆参观的作者和朋友在争辩“槎”（木筏）样式

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已经乘上了一只他们所描绘的“槎”，来到了海外并被撇在一个躺在嫩绿色海水中的孤岛上，当作者和他的

朋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只贝壳入海成舟，带着他们回到人间，上岸以后，他们把贝舟反过来做帐篷，度过了十分美秒的

一晚。朋友的一句“累了吧”把我惊醒，原来这只是我的一个“白日梦”。文中对于那只贝壳的描写十分细腻：  

凡是大贝壳上所有的花纹，这上面完全有。全体是竹叶形的，略微短一点。壳内是银白色的珍珠层，绲上一圈淡绿。缘口

上有纤细的黄边。近较圆的一端处有两点银灰色的小点。铰合上有两三条的突齿，背面是淡黄的，从壳顶的尖端出发，象纸扇

骨子似的向边缘伸出辐状的棱，和这棱垂直的有环形的几乎难辨的浅刻，壳顶有一点磨损，是被潮和汐，风和雨，还是在沙上

擦损的呢，可不知道。
③
  

文字自然纯朴，没有丝毫的造作。陆蠡散文中所特有的敏锐感触和丰富想象在这篇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借助大海抒发真情实感  

民国初期，由于个性主义理念的高扬，人的自由本质得到充分的肯定，作为主要文学形式的新诗得到了迅猛发展，湖畔诗

派、新月诗派等流派应运而生，这些诗歌流派体现不同的观念，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海洋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组

成部分——海洋诗，也在这一时期初现，郭沫若、冰心、宗白华、卞之琳等少数几位有着海洋生活背景的诗人是主要的创作者，

其他诗人如废名、朱湘等作家的诗歌中虽有海洋的意象，但这些意象或源自于超经验的海洋，或只是一种想象的海洋，而不是

出自现实经验层面的海洋。
④
  

民国时期浙江籍作家创作的海洋诗很少，只是零碎的出现在一些作家的诗集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后期

浪漫主义作家徐訏的海洋诗。  

徐志摩，曾先后赴美英留学，留学时期的远渡重洋和在异乡的生活经历，使徐志摩对海更多了一份了解与热情。正如他在

一首诗里所写的：“忧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像一个琴师操纵他的琴；/悲哀像是海礁间的飞涛：/看他那汹涌，听他那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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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此，徐志摩借用波涛来形容自己满腹的悲哀情绪。这种以大海、波涛、潮水等意象来作诗的例子很多，如“省心海念潮

的涨歇，依稀漂泊浪荡的孤舟”（《月下待杜鹃不来》）；“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去吧》）；“柔软的南风，吹皱了大海慷慨的

面容”（《草上的露珠儿》）；“我记得扶桑海上的群岛，翡翠似的浮沤在扶桑的海上”（《沙扬娜拉十八首》）；“不歇的波浪，唤起

了思想同情反应”（《地中海》）等等。在众多海洋诗之中，《海韵》算的上是比较典型的一首诗歌。  

《海韵》发表于 1925 年，这首诗有着“类似海潮和波浪的建筑美、动感十足和层次丰富的绘画美、回环旋转和大体押韵

的音乐美，以及震撼人心的原动诗意，诸多重要元素相互支撑，建构了一首堪称经典的叙述型抒情诗”。
⑥
该诗讲述了一个不甘

平庸的单身女郎离家出走来到海边，她在海边徘徊、清唱、起舞，后来风云突变，女郎被卷入大海中去的故事。从表面上看，

这很像是一个女郎因失恋而投海自尽的故事，实际并非如此，女郎、大海和女郎在海边的种种表现都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单

身女郎如同一个理想主义者，渴望着大海而且坚定不移，她梦想中的大海浪漫、温柔，充满海的韵味。但无情的大海却暴露出

了它可怕的一面，单身女郎依然不懂大海的险恶，她努力地要像海鸥一样与海波搏击，天真地幻想着“海波他不来吞我”，执着

向往着大海的美丽与浪漫，最终猛兽似的海波吞没了女郎，悲剧来临。《海韵》既写出了女郎的单纯信仰，也暴露了现实世界的

无情与残忍。诗人“为了强化诗歌的叙事成分，常常将人物表现引入诗中，以戏剧化的情节展现人物命运。”
⑦
  

作为在艺术上不断追求创造性的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的诗大都想象丰富、构思奇妙、意境新奇；体现一种个性化的绘

画美、建筑美和音乐美。《海韵》也不例外，诗人通过描写女郎在海滩徘徊、低唱、起舞，被淹入海沫直至最终消逝的整个过程，

把对女郎命运的惋惜、感叹、哀戚、悲伤之情通过诗中每一节的反复咏叹表现出来，尤其是每一节对话后的描写如同音乐的和

声，使整首诗充满了韵律美与和谐美。《海韵》发表不久，就引起作曲家赵元任的特别关注，后来他把《海韵》谱成合唱曲。由

此可见这首诗的音乐美。  

后期浪漫主义作家徐訏部分诗歌也在不经意间以海的元素为背景，抒发自我丰沛的情感。徐訏出生在浙江慈溪，从小便接

受海洋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而后，他又经历了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出对生命的诗性追寻以及对人

生的思考。他的诗歌内容广泛，有思乡之作，也有忧国伤时的作品，有寄情山水之作，也有感悟人生、蕴含哲理的作品。每一

首诗歌的创作都凝结着他的浓厚感情和深刻感悟，都与他的个人经历及所见、所闻、所感密不可分。  

《风浪》是一首集海上风景描写与人生感悟相结合的诗作，作者描写了自己在海上见到的一次巨大风浪。诗的前半部分大

量描写风浪的恐怖，风浪在“远处奔腾，近处呼啸”，海水“像兽的长舌，魔的长鞭，鞭击这铁栏，甲板”，海上的雷声和闪电，

变幻出了大自然中“一簇一簇的火焰”，十分贴切地写出了风浪的巨大和恐怖。诗的后半部分表达对这种壮观景象的赞美和对人

生的感悟，巨大的风浪冲击着船只，作者却认为这是“美，是神秘，是壮烈，是奇伟”，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美。在风浪的逐

击中，我们“需要信仰需要力量”来面对命运的波折。另一首诗歌《海》描写了海发怒的状态，它像一只怪兽，波浪就像“贪

餍的舌”，“想舐尽天上的云和月”。而《独立海边》这首诗则温柔了许多，作者没有直接描写大海的景色，在海边独立的他，入

眼的风景既有“云飞风扬”，也有“机群舰队”，此情此景下，他陡然生出一股豪情与壮志：“海沉明星，潮浮奇岩，问苍天何价？

万古未变声色！”
⑧ 
其豪迈之情可见一斑。作家林语堂赞誉徐訏为中国唯一的新诗人，称其诗“自然而有韵律，发自内心深处。”

⑨
  

徐訏的诗歌语言多变，既有简洁、练达的自然语言，也有荒诞夸张极富想象性的语言。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评价的：“徐訏意

象语言的开放程度更大些，奇幻、浪漫、荒诞、象征、哲理、诗情，有点包罗万象的味道。他的基点，还是立足于语言的充分

感觉性上面。”
⑩
   

三、沿海民众生存境况的深刻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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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现代小说的潮流是由浙江籍作家鲁迅引领的，他的《狂人日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部小说，之后

出现了乡土小说、抒情散文化小说等众多小说流派。但是浙江海洋小说数量还是不多，主要集中在巴人、楼适宜、穆时英笔下。  

巴人原名王任叔，浙江奉化人。他的作品着眼于描写故乡贫苦农民的不幸与苦难，揭示造成这种苦难的深层次原因。与其

他乡土作家不同的是，巴人创作小说时并未离开家乡，他仍然在宁波本地从事各种活动，因此，能更近距离地了解到民生的怨

苦。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六横岛》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海洋小说。小说描写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六横岛的岛民，在不堪

当地统治阶级种种沉重的税收与精神压迫的情况下发生了暴动，但旋即又被统治者镇压，除了塾师杨星月侥幸逃脱之外，所有

参与这场暴动的积极分子或被当场枪杀，或被判刑蹲监狱。这篇小说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统治者的严苛以及民众生活的艰

难。  

 

整篇小说运用了多种描写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首先运用对比描写的手法。在小说开端，六横岛像“一只牛角，

狭长地躺卧在这绿色的大海里”，而汹涌的大海像一只饥饿的巨狮，“舞着银白色的巨爪，终年猛扑着六横岛的堤岸”。既生动的

描写出了六横岛的地理环境，又用鲜明的对比暗示六横岛上的统治者就像大海这只巨狮一样，“以这样的勇猛和英伟的姿势扑食

着六横岛”，给不堪重负的岛民带来沉重的打击。其次，用生动自然的语言巧妙细致的描写大海，这些描写文字一直穿插在小说

中，既烘托了小说的气氛，又形象的暗示了小说的发展方向。不停倒翻的海水在洪亮锣声的衬托下，仿佛是海之神在召唤，号

召穷苦的岛民们要争出一条生活的路！除了对大海的描写之外，巴人还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岛民们的生活，这个岛有一万四千余

家的渔民佃户，他们靠着三万多亩的肥田和六万多亩的干地、盐地生活。盐民们依靠晒盐来维持生计，渔民们则在鱼汛来临之

际扬帆出海，跟大海搏斗，去讨生活的出路。而“徐介寿”为代表的统治势力却设置酒捐、刀头税、香烟税、教育税、搭客捐

等苛捐杂税，残害民众、欺压百姓，最终引起了岛民们的愤怒，这种愤怒如同潮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六横岛，沉默的岛民终于呐

喊起来，冲出去为自己找出一条生活的路。“再现了乡村农人的觉醒与抗争。”
○11
  

楼适夷的《盐场》主要写浙东余姚一带的盐民暴动。小说描写了以“老定”为代表的盐民，世世代代遭到盐场场主的剥削

和压迫，最终在革命党人祝先生的带领下，发动群众组织盐民协会，与盐场场主进行英勇斗争并取得初步的胜利。这些着眼于

描写沿海地域革命斗争的小说为民国时期的海洋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早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强烈对立，小说集《南北极》中的《咱们的世界》

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是两篇具有海洋文学特征的小说。其中《咱们的世界》讲述了从小父母双亡的李二爷，先是跟着舅父

卖报谋生，后为生活所迫出海为盗，劫持了一艘轮船，并对有钱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从此在海面上东飘西荡，成为一个真正

的海盗。《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则更为直观的描写了渔民们的生活，出海的渔民们遇到了海难，三百多人中只剩下三十多人活着

回来。在家破人亡、生活无比困苦的情况下，渔民们在革命者唐先生的带动下，组织起来进行暴力革命，绑架了船主蔡金生与

劣绅冯筱珊，并杀了数百人，最终，群体的反抗被镇压。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反抗“还要来一次的”！  

跟巴人的小说一样，穆时英的这两部小说也深受左翼革命文学的影响，致力于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反抗。在情节模

式上，这几篇小说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压迫——反抗——失败。身处社会底层的主人公受到上层统治者的种种压迫，

不堪忍受而奋起反抗，但终因势单力薄败下阵来。”
○12
 穆时英的小说中暴力气息更加浓厚，隐藏着一股“水浒气”。在语言上一

些通俗易懂的平民化语言、尤其是一些日常生活口语的运用，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活度。除此之外，还大量运

用乡间民谣与俚语，如在《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开篇便是一段主人公的生活歌谣：“嗳啊，嗳啊，嗳„„呀！/咱们全是穷

光蛋哪！/酒店窑子是我家，/大海小洋是我妈。”
○13
 短短几句歌谣展现了处在底层的渔民们困苦的生活，人物的性格、命运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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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直白、粗糙的语言跃然纸上。  

与巴人、穆时英描写农民生活与斗争不同，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以自身为蓝本，描写一个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在

异乡受异族人歧视，对爱情的渴望也得不到满足，精神上和生理上种种难以排遣的苦闷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得他无法排解，最

终投海自杀。死之前他高呼：“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表达了年轻人深沉的时代郁愤。作者为了衬托年轻人内

心的悲愤，故意对年轻人自杀所在地筑港写得十分生动：“汪洋躺在午后阳光里微笑，远处隐隐的青山浮在透明的空气里，宁静

的海湾和长堤，浮荡的空船和舢板，饱受了斜阳的浮标，一切都显得十分平和安静。”周围风景的静美和年轻人内心思潮的愤懑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作品的震撼力量也就此而产生。  

综上所述，虽然民国时期海洋文学尚处在初步发展的阶段，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海洋意识还不是很强，

但是通过浙江籍作家这些少量的作品可以发现其独具的特色和美学价值。首先这些作品对于海洋的描写多是出于生活的需要，

比较贴近现实；其次，作品中的语言也比较朴素自然；第三，海洋小说的主人公基本是渔民、盐民等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与

一些非浙江籍的作家如郭沫若、巴金笔下描写的波涛汹涌、气势恢宏的海洋相比自是多了一份质朴与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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