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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萧军，如果说这个名字对于东北作家群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其中最
为响亮的一个，相信不会引起太多的异议。
    无需赘言，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是东北作家群以其特异的风貌出现于上海文坛的宣言武的
作品”，耗时廿载、洋洋八十四万言的代表作《第三代》(即《过去的年代》)是“对东北地区‘民魂
’做历史深、广度的开掘”，除此，他还以一生的勤勉为世人留下了涉足各种体裁，多达数百万字的
作品。
    但萧军的名气成乎此又非仅乎此。
杨义先生曾评价他的作品“带有极充分的关外气质”，而这种“极充分的关外气质”，同样毫无遮掩
“极充分”地体现在他的个性和生活当中。
他的坦率、刚直、豪爽、真实，当然还有他的文学才华，深得鲁迅先生的赏识和爱护，成为先生的亲
密弟子，备受提携与信任，也曾一度与毛泽东相谈甚欢，畅所欲言；他的耿介、侠义、刚猛、倔犟、
勇武好斗，又让文坛风传着作品之外关于他的多种趣闻，更使他在历次文化风暴中，遍历坎坷，饱尝
甘苦，而这一切，又为萧军这个名字平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萧军，原名刘鸿霖，1907年7月3日出生于奉天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现为辽宁省凌海市沈家台
镇下碾村)。
曾用名刘蔚天、刘吟飞、刘羽捷、刘燕白、刘军、刘均等，笔名则有三郎、田军、田倪和萧军。
    20世纪初的辽西一带，荒旷贫瘠，民风蛮野，莽寇迭出，兵匪横行。
萧军的父亲是细木匠人，经营过小作坊、小商号，为人慷慨热忱，性格却急躁暴戾，有极重的“夫权
”、“父权”意识，曾当过骑兵，还与自己的两个兄弟参加过抗日义勇军。
他的生母是父亲的继室，在萧军刚刚七个月时，即因不堪忍受父亲的毒打，吞鸦片自杀，足见其刚烈
个性。
萧军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与祖父母、叔姑们的百般庇护下长大，养成了既宁折不弯又重情重义的个性特
征。
亲友们经常讲述的金戈铁马、忠义豪侠的传统故事，也为萧军的幼小心灵播下了善恶分明的是非观念
，滋生出锄强扶弱的侠肝义胆。
辽西地域特殊的文化因子，父母遗传的性格特质，判然两立的家庭氛围，以及民间文艺的影响与滋养
，既构造了萧军人格的基本格局，价值判断的基本取向，也为他日后的文学生涯提供了基本的艺术准
备和精神引领。
    1912年，六岁的萧军短暂进入私塾学习，次年改入沈家台镇关帝庙国民小学校，不久因父亲商号倒
闭而失学。
十岁时，被父亲带到长春，进入吉长道国民商埠小学校。
在这所当时堪称一流的学校中，萧军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尤擅长于国文，深得老师欣赏。
同时，入迷武术，并勤于练习，幻想当一个抑强扶弱的侠客，或者成为一名为国为民勇于牺牲的英雄
。
十七岁时，因反抗体育教员的无理申斥，被学校以“辱骂师长”的名义开除。
此时，他已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树立了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并大量阅读中国古典
小说。
1925年，十八岁的萧军开始自谋出路，进入吉林陆军三十四团当了一名骑兵，不久被提升为见习文书
上士，其间热衷于对中国古典诗文的学习，常习作旧体诗文，并与思想进步的方靖远结识，受其影响
，开始大量接触白话文、翻译小说，尤爱鲁迅先生的作品。
两年后，考入张学良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所属宪兵教练处第七期学习。
1928年，在哈尔滨当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宪兵后，返回沈阳，插班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候补生
队，年底转入讲武堂第二总队炮兵队。
1930年底毕业在即，因替同学打抱不平，反抗教官辱骂，而被校方开除。
之后，进入陆军二十四旅任准尉见习官，又在东北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助教，曾担任代理分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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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萧军结识中共地下党员佟英翘，并以军人的身份掩护他开展秘密工作，佟也将党内读物推
荐给萧军，这是萧军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萧军曾与方靖远等人筹划组织抗日义勇军，因走漏消息，二人远走哈尔滨。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萧军目睹了大量军阀凌虐兵士的事实，曾愤而写下短文《懦⋯⋯》，于1929年5
月刊载于《盛京时报》副刊，这是萧军发表的处女作品，除此，还发表过数篇诗文。
1932年逃赴哈尔滨后，结束了军旅生活的萧军，正式开始文学生涯。
在担任《国际协报》记者期间，他与萧红相识，结为伴侣，并与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热血青年和爱国
志士一道，秘密开展反满抗日的革命宣传活动。
除方靖远、北杨、黄吟秋、侯小古等人外，他还新结识了金剑啸、舒群、罗烽、白朗、金人、杨朔、
梁山丁、林珏、张文蔚、刘昨非、冯咏秋、鲁少曾、白涛、王关石、关大为、温佩筠、张洁莲、黄之
明、袁时洁等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他们组成了一支爱国进步的文艺队伍，开展和组织了“维纳斯助赈画展”和
“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等文艺活动和文艺团体，并积极进行文艺创作，创办文艺阵地，以唤
醒激励民心，鼓舞抗日斗争。
1933年，二萧(萧军、萧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散文集《跋涉》，共收二人作品十一篇，包括萧
军的六个短篇小说，其中三篇书写底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困苦和内心忧愤，另外三篇则以底层民众的艰
辛生活为素材，表现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同情和关怀、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慨，显露出日渐滋长的阶
级意识与反抗意识。
《跋涉》的出版，犹如一颗“从广漠的哈尔滨”，“袭入全‘满’的霹雷”，不但震动东北文坛，也
引起了日伪当局的不安，不久即被查禁焚毁，二萧也越来越处于日伪统治日益严酷的威胁当中。
    ⋯⋯    ——截选自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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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萧军，原名刘鸿霖，满族人，作家，“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代表作品有《八月的乡村》《江上》《吴越春秋史话》等。
这本《萧军集》收录的就是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16篇。

这本《萧军集》是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之一，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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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茂草间，在有水声流动的近边，人可以听到蛙，虫子⋯⋯诸多种的声音，起着无目的交组，和谐的
随伴着黄昏，随伴着夜，广茫的爬行。
    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们，掠过人们的顶空；掠过白桦林的高梢，飞向天的一边去。
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田野的尽处是一带无绵尽的远山。
太阳就是由那面一个山脊的部分滚落下去的。
老鸦叫出的声音，常常是不响亮，低哑，充饱着悠沉和倦怠。
    桦木林是丛密的，从这一面不容易透视出那一面。
中间杂生着非常茂盛的狭叶草和野蒿。
那是很调皮的小东西，沿路生着的，时常会绊住行人的脚。
其间野藤的牙齿，更很容易能够将你的脚踝绞出了血。
    这里的蚊虫，唱着集合的曲子——枪声在这个时候也渐渐喑哑下去。
人们的脚步也开始松弛；不经意会踏翻一块石头使它落到小溪里面去。
    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谁也不交谈一句话。
放弃一般任凭蛙、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
    小溪不大纡曲，伸长在脚底下，靠近路的右边，那是和这条小路并列，常常维系着友谊的关系。
每行一步人可以听到它在唱。
至于蛙们呢？
因了人们的经过，暂时会跳进水里去，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丛草里面。
随后它们会自由的再爬出来。
    为着便利任是某个时间全可射击，全可以和追赶自己的敌人们开火，所以步枪并不拘泥，任便每人
取着合适的准备姿势。
    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
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胁下。
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
    就如才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小红脸摸出了自己的小烟袋，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
他想着：    ——这是不行的呢，还不是吃烟的时候啦！
    他的小烟袋已经是一个整天没在他的嘴里出现过了。
平时小烟袋很少离开他的嘴。
当他的小烟袋咬在嘴上的时候，他快活，闲暇⋯⋯一副充血的脸色，喝过烧酒般，红红地；瞳仁近乎
黄金色；眼睑有些浮肿，他还生着不甚浓密的胡须⋯⋯    他一只手并不舍开还在摩挲着烟袋。
同时开始在思想：为什么还不该停下歇歇，让他吃一袋烟呢？
枪声不已经没有了吗？
他侧开头，避开前面别人脑袋的障碍，哨一哨走在更前边的“领队”——他还是不松懈，没有思虑的
走在前面——小红脸近乎失望了！
他想还是不如作农民时候自由多了！
他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吃一袋烟。
就是在手里提着犁杖柄手，也是一样哪，也可以使小烟袋很安全的咬在嘴里呢！
那样的日子不会有了！
不会再有一个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给他过了！
他遥遥看着那边的田野在叹息！
小烟袋又凄默的捏在手里：    “我们该歇一歇了吧？
”小红脸不大的声音提议着。
    “小红脸同志说得对——我们全该赞成他。
”    这是谁的声音呢？
人们没有工夫去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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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哄笑这咬字眼的，和不常说不常听的话。
什么“同志”、什么“赞成”，他们觉到谁能说出这样几个字眼，那真是太进步的家伙！
    全是疲乏的。
全赞成小红脸的主张。
但是人们的脚步谁也没能第一个就停下来。
小红脸的烟袋还是如先前一样，空空地捏在自己的手里。
这是说，还没听到“领队”发“停止”的命令。
    这样又是一段路过去了，横在面前的是一蹲广平的大石头。
在队前头一只臂向着天空举起来，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接着有很平静的“停止”两个字的声音，使
每个人全听得很清楚：    “弟兄们，我们就在这块石头上歇一歇吧。
不过这里也不是安全地方呢！
歇不多少工夫的，知道吗？
我到对面那个小山上去担任警戒。
你们可以替换着到底下小河里去喝点水，洗洗睑，吃点干粮⋯⋯无论怎样，明天一早晨，我们也必得
赶到王家堡子——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不要平放在地上，或是碰到石头⋯⋯”    “领队”的话
并不被谁怎样注意着。
不如平日那样吸引着人们。
人们的心中只是占据着那清凉的水流，袋里的干粮；小红脸呢？
只是他手中的小烟袋。
谁也不注意萧明说完了话，怎样自己提了步枪，走下谷底，跨过小河，努力的弓下身子爬向对面的小
山上去——    在小山的上面，可以超视过桦木林，看到那一带远山。
人家的房屋不常见，尽是一些不规则的树林。
太阳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山叠的后面，有着很浓黑的晚云开始发动。
    他默然的数着，日间他们和敌人接过仗的每个山头。
隐约还可以看见那个独立而不甚高大，有些乳头形的山峰——在那里被击毙了两个弟兄，眼见着被敌
人割了脑袋！
    ——这又是弟兄们的牺牲！
    萧明的眼睛有点朦胧——不能说的悲伤和疲乏攻打着他。
从这一面石头上，他看出那是刘大个子，腿拉长的睡着了。
别的几个人，蹲伏着身子，有的像蛤蟆一样饮着水，浇着头发。
小红脸吸烟时的火光，很急速的闪动。
    蛙声更是显得响亮了。
晚云发展的非常迅速，不到多大工夫，已经快占满了半天。
    落雨在人们是平常的事，就如饥饿一样。
    “伙计们，就在这石头上过一夜吧！
他娘的，实在够受了——今晚还得向王家堡子赶？
”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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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到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绝对不能忽视萧军这号人物。
    1934年10月，萧军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
《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不但显示了抗日文学的实绩，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上的地位。
    本书《萧军集》为我们选录的就是这位抗战时期的黑土作家的16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
最后，还附录了他的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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