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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上海现代编年史上! 有一段相
当特殊的历史时期! 即抗战时的上海
"孤岛#岁月$ 这是一个曾经的都市霓
虹%风云际会的年代$

!"#$年 $月 %&日! 悲壮的淞沪
抗战打响了! 战火一直延续到 %% 月
%'日!当最后一批中国军队撤出阵地
后!上海沦陷了!孤岛时期由此开始$

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均被日
本军队占领! 租界形似漂浮于海上的
&孤岛#$至 !"(%年 %)月 $日!日军发
动了太平洋战争后侵入租界! 孤岛时
期随着侵略者铁蹄的踏入而结束$

由于孤岛时期的租界内! 保持了
暂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
序!因而使金融%商贸%工业%文化%艺
术乃至娱乐%餐饮等颇为兴盛$这就是
在特殊年代所出现的&畸形繁荣#期!

亦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孤岛现象#$ 当
时有一位颇有历史意识和人文精神的
年轻文化人! 用自己的一支笔真实地
记录了自己及友人们在孤岛时期的四
载春秋! 从而为我们原汁原味地留下
了孤岛时期海上文化人的生活形态和
生存景象$ 此人就是海上著名的文化
名人张葱玉! 其 '张葱玉日记(诗稿)

*上海书画出版社!*+!!年 ,月版+中
的日记部分! 就起于 %"&$ 年 % 月 %

日!止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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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文化堡垒之地
上海孤岛时期，由于一批文化精英、艺术名

家汇集于此，从而使孤岛文学、戏剧、电影、书画
及新闻、出版等出现了空前勃兴的势态，被誉为
“抗战时期的文化堡垒”。置身在如此浓郁的文
化氛围中，作为书画家、收藏家的张葱玉也捧读
小说，观看话剧，如 !"#"年 $月 %&日载，“读巴
金所撰小说《家》。”!"$&年 '月 (日载：“畏热
不出，拥榻读巴金小说《秋》，盖《激流》第三部
也。”)"$!年 *月 )+日载：“夜于母、妹等（观）
《家》于辣斐剧场。演出尚佳，惟《家》之一书洋
洋十万言，欲于三小时中尽之，殊不易耳。”

孤岛时期的文学、戏剧高扬爱国主义
和民族气节的大旗，一批作家投身于火热的
抗日救亡活动中，面对异族入侵、山河破碎，
更是同仇敌忾、激情迸发，以笔抗争。如于伶、
巴金、阿英、柯灵、吴祖光、唐弢、巴人等创作
了一大批文学作品，并编辑了《大时代文艺丛
书》，出版了文艺刊物《世纪风》。而与文学创
作相对应的话剧演出，则是十分活跃，风靡于
世。主要是以上海剧艺社作为领军团队，而剧
艺社的领导人正是时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
秘书长的于伶。特别是 !"*"年 ,月 (日，上
海剧艺社正式改为职业剧团后，演出更加频
繁，新剧层出不穷。职业剧团汇集了黄佐临、
朱端钧等导演，演员则有石挥、张戈、韩非、黄
宗江、英子、沙莉等。上演的话剧大都富有时
代精神、社会内涵和思想意义。如于伶的《夜
上海》、《长夜行》、《花溅泪》及《大明英烈传》-
阿英的《碧血花》（南明遗恨）、《南国英雄》，郭
沫若的《虎符》，曹禺的《日出》、《雷雨》、《北京
人》，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 .正传》等，尤
其是吴祖光的《文天祥》，以严谨的结构、感人
的情节、鲜明的主题、倾情的演出创连演六个
月的盛况。而当时孤岛上演话剧最多的就是
辣斐剧场（后改为长城电影院）与卡尔登戏院
（后改为长江剧场），而辣斐剧场更是在当时
被誉为“孤岛上不多的净土之一”。

铿锵的国剧抗争之声
孤岛时期，京剧艺人们也走在抗日救亡运

动的前列，他们演出了大量具有爱国精神和反
抗意识的传统剧目及新编历史剧，从而进行铿
锵的呐喊，并且表现得大义凛然。尽管不时有
日本特务或浪人威胁，汉奸恫吓和骚扰，但他
们依然无所畏惧，坚持在红氍毹上擂鼓摇旗。
张葱玉在 /"*,年 *月 !$日日记中载：“夜至
甲子社。与许姬传同往观梅畹华演《西施》并定
坐。”“畹华”即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字。同年 *月
0$日日记载：“夜偕湄（张夫人）观畹华演《霸王
别姬》，此剧为畹华压坐之作。”同年 $月 *日
日记载：“许源来约观《宇宙锋》，畹华极作也，
每上演，予必观之。”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梅
兰芳即移居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公馆。
在孤岛这一特殊时期，梅兰芳如此紧锣密鼓地
上演这些剧目，是颇有寓意的：《西施》的亡国
之恨与卧薪尝胆、《霸王别姬》的“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宇宙锋》的聚义抗暴、扫平叛逆
等戏核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精神导向。另
外，梅兰芳还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都
具有借古喻今、鼓舞民志的作用。
海派京剧名家周信芳当时也参加了左翼

戏剧家活动，并得到田汉、欧阳予倩的很多帮
助，组成了移风剧社。在孤岛的京剧舞台上演
出了相当数量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剧作，产生
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如《史可法》、《文天
祥》、《明末遗恨》、《四进士》、《亡蜀鉴》、《洪承
畴》、《桃花扇》等，其他的一些京剧名角也纷
纷献艺。在张葱玉日记中就有他观看张君秋、
刘宝金、谭富英等演出京剧的记载。如 /"$&

年 '月 /&日载：“晚观谭富英《李陵碑》于更
新舞台。”这些剧目都倾注着爱国热情，表现
了英雄情结，弘扬了不屈的民族精神。

! ! ! !面对日寇的入侵，不少文化界人
士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抗日组织
的领导下，以新闻宣传、舆论鼓动为主
要武器，许多救亡报纸杂志如雨后春
笋在孤岛崛起，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
特有的“孤岛报刊热”。如邹韬奋创办
的《抗战》三日刊，严宝礼创办、徐铸成
任主笔的《文汇报》，金钟华、沈兹九等
主办的《战时联合旬刊》，茅盾、巴金主
持的《呐喊周刊》及《烽火》，艾思奇等
主持的《文化战线》旬刊，章乃器、夏征
农等主持的《前线》五日刊，华君武主
编的《救亡漫画》，柯灵主编的《民族呼
声》周刊，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主办的
《救亡周刊》等，而这其中由郑振铎等
创办的《救亡日报》为声势最强、影响
最大，成为整个孤岛时期抗日新闻战
线上的一面旗帜。该报系上海文化界
抗日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以内容丰富、
观点独到、言论精辟、视角敏锐、形式
活泼而深受读者欢迎，从创刊时的发
行数 /&&&份，不久就激增至 ,&&&份，

为动员全民参加抗战及鼓舞抗日斗志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张葱玉与郑振铎相交甚密，乃是挚

友，他们时常聚集在一起，或谈及时事，
或品茗论艺。这在张葱玉日记中多有
记载。张葱玉对郑振铎所从事的抗日
救亡活动很是支持，时常慷慨解囊。即
使对郑振铎所交往的一批进步人士和
左翼作家，张葱玉亦给予经济上的无
私资助。如 /"$/ 年 /0 月 0* 日载：
“（杨）金华来，代振铎借三千元，并带
来《明朝宫史》一部。饭后开始抄写。”
说是“借”，实际上是“送”。那时张葱玉
为了保密及规避风险，对其夫人提到的
也仅是“他（郑振铎）那边有人来要用
钱。”而三千元在当时也实在是笔巨款。
据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回忆：“母亲记
得听祖母说那时一担米是十元，家里
上上下下包括众多佣人，一天的菜钱
只需两元钱，吃的却是鸡鸭鱼肉。”而
郑振铎亦为张葱玉精心编辑并用宣纸
精印了《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

可贵的保护国宝之举
日寇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掠抢，玉石

俱焚。而孤岛却能免于战火的荼毒和日寇
的横行。因此，当时的租界内汇集了相当
数量的古籍珍品、名瓷紫砂、古董雅玩、金
石彝器等，其中尤以历代名家字画为大
宗。为了保护民族之珍及国之重器，孤岛
上的老中青三代收藏家或甄别收集、或鉴
定收藏、或倾囊收购。从当时的海上收藏
领袖庞莱臣到收藏大家吴湖帆、顾麟士、
刘晦之、周湘云、蒋榖孙、费子贻、魏廷荣、
赵万里、潘博山及刘海粟、沈尹默、王季
迁、徐邦达等，均竭尽人力、物力、财力来
保护这些古董珍宝，以免其流出国外或为
日寇所掠，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收藏史上
一个高端精锐而富有历史担当精神的收
藏家群体，奠定了海派收藏的领军地位。
张葱玉出身于浙江南浔巨商之家，其

族亲为张静江、庞莱臣、刘承干，其父亦喜
好书画收藏及古籍版本，他 /,岁时就继
承了 0&&万家产及在上海的房产、实业
等。/"岁时就受聘为北平故宫博物院鉴
定委员。因此，他是孤岛收藏家群体中的
青年才俊及核心人物。从张葱玉所记日记
来看，当时的孤岛收藏品物之高、品类之
多、品相之精是独领风骚的，有不少是属
国宝级。如 /"*,年 1月 1日载：“尹默斋
中观高阳李氏（李石曾）所藏颜鲁公草书
《刘中使帖》，碧笺本，（八）行，墨气沉郁，
的是上品……是日同观者褚松窗、吴湖
帆、潘博山、沈迈士。”/"*"年 "月 /$日
载：“伯韬同叔重来，携张萱《唐后从行图》
见示。人物凡二十七人，大设色，竹树用
墨，其真古画也。”颜真卿的《刘中使帖》、
张萱的《唐后从行图》，均为绝世铭品，张
后以巨资收下了《唐后从行图》。
孤岛时的海派收藏家以收藏书画为

最精到，当时北京的张伯驹也时常到上
海来与庞莱臣、吴湖帆、张葱玉、张大千、
王季迁等联谊品鉴收藏，他的不少珍品
也藏在孤岛的银行内。同时，孤岛也汇聚
了各种古玩器皿及历代珍本。如 /"*,年
'月 (日载：“谭敬新雇闽厨，邀过午酌，
殊未见佳。出示新收梅道人《山水》轴，宋
孝宗御敕，吴轴疑是文徵明笔。又紫砂供
春茗壶，真而精；又时大彬三壶，亦真。”
供春、时大彬之壶，均乃大师之作，传世
稀少。又如 /"$/年 $月 '日载：“夜赴振
铎约，同席徐森玉先生、吴湖帆先生、李
玄伯先生暨博山兄弟，观宋刊本《新定续
志》、《吴郡图经读记》，皆曾为余有者。又
宋刊《欧阳行周文集》暨明刊《十六名姬
诗》，皆孤本也。”宋刊本系古籍中的高古
本，又是孤本，更是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殊的孤岛时期，

大家在“国难之日”，都自觉纪念，毋忘国
耻。如张葱玉在 /"*,年 '月 '日日记
载：“甚热。今日为抗日战争一年纪念，茹
素一日。”“茹素”即吃素，以祭国难。/"*"
年 ,月 /*日载：“终日未出，盖因‘八·一
三’二周年纪念也。”“闭户”纪念，凭吊
英烈。唯其如此，孤岛时期虽然仅存了 $

年零 /个月的时间，但海上的文化人却
以赤诚的爱国情怀、坚贞的民族气节、无
畏的抗争精神、自觉的文化责任，留下了
那些可歌可泣的城市记忆。从而使那段
峥嵘岁月，成为永恒而闪光的历史记录。

火热的新闻救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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