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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约卒于一九五四年春天，享寿五十六岁。
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
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
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
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
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
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
高长虹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发起组织了狂飙社，开头是一群山西文学青年，几个月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社团，
成员来自十多个省份。
狂飙社是五四以来仅次于文学研究会、我国第二大文学社团，其成员在七十人左右。
狂飙社又是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文学的一个社团。
它后期开展狂飙戏剧运动，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太原、厦门等六个以上城市演出。
它还涉足出版印刷和妇女解放等领域。
狂飙社又是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很多的一个社团，它的主要成员除三四人外，后来
全都参加了革命，有许多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
在狂飙社后期，它的主要成员都入了党，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使高长虹徒手无援，狂飙社
后来难以生存，走向解体，这是客观原因之一。
高长虹在北京开展狂飙运动之初，就受到鲁迅的称赞和器重。
鲁迅创办《莽原》，首先邀请参加的是高长虹。
鲁迅同乡文学青年许钦文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本应鲁迅作序，但他让给高长虹，而且一直坚持，始终
不变，这在鲁迅一生是惟一的一次。
后来两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激烈的言辞，但鲁迅后来肯定了高长虹为编《莽原》而付出的辛苦和文
学成就。
鲁迅说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但这句话对高长虹似乎并不适用。
“文革”以前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在给诗人王玉堂和董大中的一封信中说：“在二十年
代的我国文坛，长虹是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人物。
长虹倡导的狂飙社，同样是当时国内有相当影响的文学社团⋯⋯”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公允的。
高长虹一生，积极追求进步。
青年时代，高长虹受歌德“狂飙突进运动”影响较深，想在中国也开展一场狂飙运动，所以他把他所
组织的社团称作狂飙社。
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高长虹支持他的弟弟和朋友加入共产党；他的三弟高远征在
中学时代就担任党的支部委员，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次突围中光荣牺牲。
他鼓励朋友翻译《共产党宣言》。
一九二六年冬天，他亲眼看到了上海工人在三次武装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世界观发生转变
，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士”(知识分子)解放出来，他对工人阶级表示了崇敬，不久把名字上
的“虹”改为“红”。
在搞狂飙戏剧运动期间，英文版《资本论》是他经常阅读的一本书，也是他立意研究经济学的最大动
力。
三十年代初，他放弃文学事业，远赴日本，目的之一，是研究新生的苏联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愤而离开日本，远渡重洋，前往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
一九三八年，高长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在重庆，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员，写作了大量政论、杂文和诗歌，对抗战多所建言
，同时一改过去写作风格，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支持工农兵群众写作。
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官员的贪污腐败，高长虹难以忍受，撰文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抗战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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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的呼吁。
他要寻找光明。
一九四一年春天，高长虹离开重庆，徒步数千里，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以后再未动摇。
他把他最后一部诗集命名为《延安集》，乃是他献给革命的一份礼物，也表现了他对革命圣地的热爱
、尊敬和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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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入现在所见高长虹全部作品，包括已出版的作品集、未收入集子的单篇作品和报道中引用的书
信或谈话，以及译文。
　　全书分四卷：第一、二、三卷为前期作品，主要是狂飙社时期作品。
其中第一、二卷为已出版的作品集，大体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个别有调整，第一卷以诗和散文为主
，第二卷为其他形式。
第三卷为早期和狂飙时期未人集作品，狂飙解体后在日本所写附于这卷之末。
第四卷为抗战时期作品，包括两个集子和未人集作品，以《政治的新生》始，以《延安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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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约卒于一九五四年春天，享寿五十六岁。

    高长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
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写了各种形式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文章，编辑出版过大都以《狂飙》为名
的十几种杂志和六七种丛书，他的个人杂志《长虹周刊》至少出版二十二期。
他的作品，以诗和散文成就最高，既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有独创价值。
高长虹是最早使用现代派手法、特别是象征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之一。
他的某些作品一出版，就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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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精神与爱的女神  闪光  心的探险  光与热  给——  献给自然的女儿  草书纪年  时代的先驱  春天
的人们第二卷  曙  实生活  走到出版界  青白  游离  神仙世界  小剧场第三卷  狂飙时期未人集作品第四卷
 政治的新生  抗战时期未人集作品  延安集编后记附录一：高长虹佚文和拟写作品目录(曹彭)附录二：
高长虹年表(廖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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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正院的掌故在我的家里，我常被叫做一个冷淡的人。
也许他们是对的，所以一天正在家人欢聚的时候，我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想着十数年前在这个屋里住
过的一个毫无瓜葛的老人。
在那时，这个屋子和这个屋子所坐落在的我们的正院，已经有好多年被我的三祖父卖给一个铁店的掌
柜，做了伙计院。
我所说的老人，便是给那掌柜做伙计的，正住在这个屋里。
他大概是我八九岁时搬来的，一直住到——不记得了，大概总有五六年的样子。
他是个很和气的老人，对于我们家里的人，尤其对于我，特别要好。
所以他以后虽然搬走了，我以后也到外面去了，后来还听说他已经死了，然这在十几年我的回忆中，
却时常有他存在着的。
关于他的琐碎的事情，很有几件，曾使我当时起过一些新奇的感想的。
例如：在我所见过的家里，都是女人做饭，而他却是男人做饭。
我的祖母，我的伯父们，都叫他“血哥”，我和我的兄弟们也都叫他“血哥”，好像我们都是同辈似
的。
在我们那里，只有女人才骂人”挨刀鬼“，而他骂他的两个孩子时候，却也骂”挨刀鬼“。
我当时很以为这是因为他做饭的缘故，变了女人的说话。
诸如此类，都使我惊奇，莫名其妙。
他时常叫我吃他的饭。
他的饭做得也未必好，然我吃着，却觉好比我家的香了好多。
他喜欢同孩子们玩笑，给孩子们谈一些故事，这大概也是我同他亲热的一个缘故。
一天，对着很多的人，他指着我说道：“这孩子鼻子很大，‘雀儿’一定也大哩！
”说得人们都笑了，我却羞得红了脸，好像不敢见人了似的。
真可恶，他偏有本事，还要发表他那不知道如何得到的一条定律道：“凡鼻子大的孩子，‘雀儿’便
大。
”但一会儿后，我便什么都忘记了，我们又谈起别的话来。
他所谈的故事里边，有一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而且还时常对我自己复述。
他说：“高怀德病了的时候，赵匡胤每天打发人看他去。
一天，他对他老婆说：‘赵匡胤真有交情，我病成这个样子了，他还每天打发人来看我。
交下这样朋友，我虽死了，也很过意的了，他老婆很聪明，叹了口气说道：‘他那里是看你，他是看
他那颗印哩！
你不信，明天把印给他带回去，保准以后再不看你来了。
’高怀德不信，便照他老婆的话做了，果然，一直等了三天，再没有一个人来。
高怀德气得叫了三声，便死过去了。
”这个故事，也许是我少年时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训，比我所读过的哲学书都有味得多。
可惜这样的老人便很早的死去了！
那天，我在某处还遇见他的二儿子，居然也同我说话了。
好几年他不同我说话了，一定是因为他听说我快要一个月赚六十块钱的缘故吧？
听说他媳妇很不规矩，前几年把鼻子也掉了。
唉，可怜的死去的老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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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高长虹文集》出版之后，很快就有人找到一些佚文。
最先提供佚文的，有三位。
一是在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王峻峰，《一点点军火》和《抗战文艺》上的一些目录就是他找
到的，他已于几年前辞世。
另一位是当时在山西省图书馆工作的石铁农，他找到了几篇作品(如《普罗列塔利亚诗歌之一》等)和
多篇作品目录。
第三位是著名学者林辰先生。
《高长虹文集》收入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第二部分，是从图书馆抄来的。
《文集》出版以后，林辰先生出席了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
会后，林先生当即把该文的第一部分抄录出来，转交给我。
林辰先生已经仙逝。
现在把完整的《一点回忆》贡献给读者，也算是对林先生的纪念。
这次有大量佚文收入，首先要感谢姜德明先生。
高长虹的个人刊物《长虹周刊》，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存世数量既少，终刊于何时，
过去也不清楚。
本书新收人的《长虹周刊》第十一期、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的全部文章，即是由姜先生提供的。
刊于《长虹周刊》第二十二期的《北海漫写》和《南海的艺术》，是两篇优美散文，在高长虹散文作
品中独具特色，姜先生先已收入他编的《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一书，这也使我们知道，创刊
于上海的《长虹周刊》还曾在北京出版过，证实了高长虹自己说的他走到哪里《长虹周刊》就办到那
里的理想。
廖久明先生到北京查阅资料，顺便看望了姜先生，于是得到了这三期佚文的复印件。
狂飙社的袖珍小刊物《弦上》，也只有姜先生存藏，在编《高长虹文集》时得到姜先生的慷慨协助，
已全部复印。
原来只收入署名C的作品，这次同时收入了署名D和A的作品。
在搜集高长虹佚文上，廖久明和他的学生李丽娟立了大功。
廖、李二人不仅找到了发表于重庆《新蜀报》以前未能找到的《没有治不好的病》、《写作初步》等
文，还从《妇女杂志》、天津《大公报》、《今天》十日刊、杭州《国民新闻》副刊《野火》等报刊
找到了多篇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文章。
在廖久明和李丽娟所找到的佚文中，有两大板块特别值得称道。
一是《政治的新生》，一是《大江日报》的《街头》副刊。
《政治的新生》是高长虹从国外归来出版的一本政论性著作，已在图书馆里沉睡了几十年。
廖、李二位先找到一篇《七月危机》的长篇佚文，文中谈到“关于行政工作的分配问题，我在《政治
的新生》一个小册子中已讲过一点⋯⋯”廖便请李丽娟找这本书，很快找到。
这本书在高长虹作品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在序中叙述了他在欧洲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和写作的情况，大大丰富了作者在国外八年，过去
几近空白的生平资料，弥足珍贵。
这本书由长虹出版社出版。
这显然是高长虹个人出版社。
在狂飙社时期，高长虹办过个人刊物，现在他又办了个人出版社，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这是值得注
意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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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长虹全集(套装共4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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