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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中国抗战文学的世界性

章绍嗣
(中南民族大学 统战部,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 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抗战作品大批“输

出”和国外文学大量“输入”, 世界各国作家亲赴中国创作了一批反映中国抗日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国的抗战文学是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有力的一翼, 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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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

重要战场一样,中国的抗战文学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

学阵线的一支重要部队,它在文化战线上为这场战争

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抗战

文学的世界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

反法西斯文学建立了密切联系

当年,面对日益猖狂的法西斯势力,法国作家罗

曼·罗兰就向世界发出呼吁:“我们最紧急的一件任

务就是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蒂!”
[ 1]
1935年5 月“全

世界作家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随后世界反法

西斯文学阵线逐渐形成。战事初起, 由于文艺界尚无

稳定的组织和一定规模的活动,中国文学界和世界反

法西斯文学的联系只是个别、零散和自发的,但情况

很快得到改变,中国文艺界大团结的组织“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下同) , 成立时推

举同情中国的作家罗曼·罗兰、威尔斯和艾格丽丝·

史沫特莱担任名誉主席团成员, 并在其《宣言》中指

出: “我们——立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这统一

旗帜之下的文艺工作者,盼望全世界中国之友的文艺

家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为了争取远东的真正和平,为

了给以摧残文化的野心的侵略者以打击,为了实现人

类的和平共处,自由发展,让我们携着手共同前进!”

又以中、英、俄、德、日、法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发布

《告全世界文学家书》, 表达了愿与国际同仁携手合

作、共同奋战的决心。此后,“文协”即以中国文艺界代

言人的身份,与各国文学组织和社团开始了国际性的

文学对话。它密切关注世界文坛的风云变幻,七年中

适时发布了《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作家电》、

《中华文艺界全国抗敌协会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致

敬》等一系列文告, 给斗争中的各国作家以声援和支

持。“文协”及随后建立的“第三厅”以组织的名义,派

出演剧队、演讲团和展览队等, 以文艺形式到国外宣

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上的理解、同情和支持。通过

举办欢迎会、报告会、座谈会等, 接待了大批国外来华

的作家,交换信息,沟通感情,探讨文艺理论与创作问

题,促进世界文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会刊《抗战

文艺》及《文艺阵地》、《七月》、《文艺战线》、《文艺月

报》等报刊大量报导国际反法西斯文学阵线的活动实

况。如对波兰流亡作家瓦希莱夫斯卡、被逐出境的德

国作家勒格莱尔、马尔夫和翁哈达等的流亡行踪及创

作情况的报导,在中国读者面前推开了一扇扇 望世

界的窗口。随着抗战的深入,诸如“中外文艺联络站”、

“中英文协”、“中苏文艺研究会”、“中印文协”、“中比

法瑞文协”、“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等, 对外交往的文

化组织日渐增多,机构逐步完善。通过这些团体和他

们所办的《中国作家》、《东方呼声》、《中国吼声》等多

语种杂志, 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和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

络,在交流战时文学信息、组织作家记者互访、刊载翻

译作品及评论、组织文艺理论研究、开展对法西斯文

艺批判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也给予中国抗战文学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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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和支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作家协会是

第一个声援中国抗战的文学团体,高尔基愤怒谴责日

本的“强盗行径”, 呼吁“全世界真挚的文学家跟法西

斯主义及其丑恶对立起来!”
[ 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苏联作家协会号召文艺界全面开展支援中国的行动,

他们集会游行,广播展览,寄发函电, 撰写诗文, 报告

讲演, 采取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国的声援, 《国际文学》、

《文艺鸟瞰》、《文学报》等所有文学刊物都大量发表支

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作家的作品,并持续不断地翻译

出版了数量巨大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欧美各国文化

界在抗战爆发后掀起援华运动,组织了持久而声势浩

大的宣传活动。英国诗人阿克兰在演讲中说:“现在战

争中中国人民的英勇与坚毅,在战略上的优势, 和他

们的英雄主义与道德主义,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无匹的

文明的前途。这是全世界一切知识分子在反侵略斗争

中站在中国一方面的原因。”[ 3]这是有正义感作家的

声音。被称为英国“左联”的最大文学团体“左书会”,

在国内两年间举行了200多次募捐和大型演讲会,他

们的刊物《左翼评论》上开辟有“援助中国专号”,《今

日电讯》是全英中国信息刊载量最大的报刊, 组织出

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王礼锡的《今日之中

国》、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攻》等大批反映抗战现实

的名著。其后, 他们又组织了“全英援华总会”, 把宣

传、募捐和抵制日货作为自己的三大任务, 他们在给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致敬电中说:“敝会同

人愿竭绵薄以助中国抗战之胜利”, 表达了与中国文

艺界携手合作共谋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心愿。“美国

作家联合会”在30年代就声援过中国的抗战文学团

体, 1937年在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法西斯

势力对西班牙和中国的侵略,著名反战作家海明威发

表《作家与战争》的演讲, 号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的文

艺阵线。继而大量编辑杂志, 出版书籍, 制造舆论声援

中国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大批作家

记者来到中国,采访报导,从事创作, 与中国作家风雨

同舟。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这种往

来, 直至二战胜利从未中断和停止。

二、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联系和交

流的重要内容

文协在其《宣言》中指出:“在增多激励与广为宣

传的标准下, 有我们的翻译——把外国的介绍进来,

或把国内的翻译出去”, 后来又提出了“文章出国”的

口号。这里的“出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国内组织

作品翻译向国外发行。在1939年初成立了国际文艺

宣传委员会,组织了俞大纲、伍蠡甫、宗白华、铁弦、马

耳、梁宗岱、王礼锡、戈宝权、林语堂等翻译界精英从

事编译,做了大量的文学进出口工作。编译了多语种

的《中国抗战小说选》、《中国抗战诗选》、《中国抗战文

艺选集》等向英、美、法、匈牙利等国发行。1939年在

香港创办英文版《中国作家》,使不少优秀的抗战作品

得以走向海外。“孤岛”上海的金星书店编译出版的

《国际文艺丛刊》就包括了美、德、意、日诸国的《意大

利的脉搏》《震憾世界的十日》《人的希望》《纳粹的贫

血》等一批著名报告文学,大大地拓展了国人的视野。

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爱伦堡、海明威、辛莱克、奥登、

伊粟伍德、阿拉贡、茨威格、巴比塞等一大批享誉文坛

的名字在战火硝烟中为中国人所熟悉。二是指国内外

合作或由国外友人单独组织中国作品的翻译在海外

出版。苏联的《国际文学》是以英、俄、法、德、西六种文

字出版向世界发行的著名刊物, 为扩大抗战文学的影

响,增设中文版,几乎每期都有中国作品发表,还曾刊

载“中国抗战文学专辑”向读者推介中国的作家和作

品。苏联文学界组织了一批翻译家专事中国作品的编

译,罗果夫主持出版了收录有老舍《被占领的城市》、

茅盾的《林家铺子》、姚雪垠的《红灯笼的故事》、萧红

的《莲花河》等篇章的《中国小说选》。苏联国家出版局

出版了肖三的散文特写集《不可征服的中国》、诗集

《湘笛》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 碧野的报告文学

《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小说《差半车麦秸》和张天翼

的小说《华威先生》由出版家布朗组编在美国发行。英

国作家约瑟夫卡尔玛将司马文森的《雨季》、《人的希

望》、《危城记》译成英文编入《中国短篇小说选集》在

各国发行。苏联出版的俄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集》收录

了司马文森等人的大批抗战小说。艾芜的小说《山野》

被匈牙利翻译出版。艾青的《欧罗巴》、《哀巴黎》、《索

亚》、《三国公约》、《中国人民的歌》、《敬礼》、《希特

勒》、《土伦的反抗》等诗在多种杂志刊载,表达了中国

人民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仇恨,对于苏、朝、英、法等

国人民反战的深挚同情和声援。这些作品激起了被侵

略民众感情上的共鸣,受到各国普遍的欢迎, 南斯拉

夫《南星》在评论中说:“这里没有玫瑰和恋爱,有的是

残酷的战争,中国人民的苦痛的反抗奴役,争取自由

的斗争。这些故事反映了中国的现实, 中国人民有着

和善而好义的精神,却断乎不愿意作牛马。”[ 4]在烽火

连天的岁月里,中国的作家和作品第一次大规模地走

出了国门。

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名著的“输入”和

抗日战争共始终,其成绩是史无前例的。茅盾在《近年

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总结这一工作时说: “从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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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

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

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翻译家们

选择的眼光几乎不约而同地投射在遭蹂躏国家的反

法西斯文学上,波兰流亡作家瓦西莱夫斯卡的《被束

缚的土地》、捷克作家卡普勒的《柴市卡的市镇》、挪威

作家特密克尔甫斯托的《他们像朋友似的来了》等迅

速被译介到国内。《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都

翻译刊载过数以万计的国外反侵略文学作品。仅《时

与潮》编译的《小国作家短篇译丛》就刊载有英、德、

法、匈、意、瑞典、挪威等10余国数十篇作品。《苏联文

艺》、《中苏文化》、《翻译杂志》、《文学译报》等更是集

中报导国际文坛消息和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中苏文

化协会设立有曹靖华负责的编译委员会和由郭沫若

主持的研究委员会, 曾编辑《苏联文学丛书》,出版了

多种苏联文学作品。《中苏文化》着力于推荐介绍苏联

的卫国战争文学,曾刊发《保卫察里津》、《带枪的人》

等反法西斯文艺作品, 并编辑过高尔基、马雅珂夫斯

基、莱蒙托夫等的特辑系统介绍苏俄作家及作品。苏

尔科夫1944年6 月在苏德战争爆发时作的《勇士之

歌》, 当年10月就被翻译刊载。该刊自创刊到1945年

8月,发表有关外国文学的文章达507篇之多。

“孤岛”中的上海作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

《苏联文艺》月刊, 一直艰难支撑到抗战胜利,在三年

刊出的15期中, 该刊译载的主要是反映苏联卫国战

争的作品。如小说有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阿·托

尔斯泰的《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肖洛霍夫的《他

们为祖国而战》、巴甫连柯的《地雷狂想曲》等,诗歌有

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阿谢耶夫的《莫斯科人民武

装起来》、科拉斯的《献给国土的解放者》,剧本有昂诺

夫的《侵略》和考涅楚克的《前线》等。据统计,在抗战

期间中国初版和重版的苏俄译本达200余种。其中小

说近百种,剧本50余种。这些作品给浴血奋战的中国

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翻译杂志》更是责无旁贷以较大

篇幅定期在“战时文学”栏目中推出反映各国人民现

实生活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苏、波、法等国人民在反

抗侵略,保卫祖国中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系统地

对苏联的西蒙诺夫、巴甫连科,法国的卡泰耶夫和波

兰的瓦西莱夫斯卡等人作品予以介绍和评论。有统计

称“抗战八年中, 共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达850余种

之多”, [ 5]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 这是一个了不起

的数字。

优秀作品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世界反法西斯文

学作品与中国抗战文学作品的相互交流,声势之盛、

范围之广、成绩之大在新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它

使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获得了思想情感上的交流。这

些共同的“精神食粮”,既加深了人类对于反抗暴政、

争取和平这一共同事业的认识, 又极大地丰富和促进

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

三、世界各国作家亲赴中国参加抗战并创作了一

批优秀作品

中国抗战文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大批

国外作家、记者冒着战火来到中国, 与中国人民患难

与共,并肩战斗,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交流和发展。抗战

期间来华采访考察的各国作家记者有近千人之多,他

们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作品, 向世界昭示了中国遭

受凌辱、英勇抗争的真实, 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和关

注。最早踏上华夏大地的是英国作家和记者詹姆斯·

芒罗·勃特兰, 他1936年1月来到北平,这年12月12

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国陕西的省会成为了举世瞩目

的焦点。勃特兰敏锐感觉到事态的重大,预测到中国

历史的进程将会出现重要变化,便迅急于12月27日

赶赴西安, 他不畏艰险, 不分昼夜, 在事发地作了40

多天采访, 搜集到大批宝贵的信息和资料,不久就写

作了反映西安事变的大型报告文学《中国的危机: 西

安事变真相》。这部长篇通讯作品于1937年在英国出

版, 1938年更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在美国

出版。勃特兰在公正和客观的立足点上, 真实而生动

地记述了西安事变的全貌,并以精辟的思辩作出自己

的评判。这部书重要的史料价值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

暗淡, 1975年美国竟又一次再版重印。

1937年 10月, 勃特兰奔赴中国抗日民主根据

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他拜会了中共领袖毛

泽东及许多高级将领,又渡过黄河, 深入到山西前线

的八路军部队中采访。他对毛泽东的访问,就是收入

《毛泽东选集》中那篇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和英国记

者贝特兰的谈话》。其后,他辗转于抗战的前线和后

方,相继写了《华北前线》、《战争阴影》等书。新中国建

立后,他再度访华,写了《重返中国》。勃特兰的一生和

中国的抗战紧紧相连, 是中国人民忠实和亲密的朋

友。著名的“牛津派”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德,

1938 年来华,他们采访写作7个月后返回英国, 把在

中国写的作品整理编辑成《战地行》一书出版,较全面

地反映了他们中国之行的全貌。回国后,奥登和伊粟

伍德仍然关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他们创办刊物

《新作品》发表了不少反映抗战的创作, 编辑出版了一

期《中国抗战文学专辑》。其他来华的英国作家还有弗

雷达·阿特丽和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何登夫人及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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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菲尔德、潘恩等。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36年就来到中国投身于

中国的抗日救亡斗争,致力于中日文学的交流。他在

“文协”成立大会上呼吁“中国应当与日本的人民,以

及反侵略的文化人,携起手来!”他常常以日本公民的

身份用切身的感受在集会、广播和写作中控诉日本法

西斯的种种罪行。作为作家的他辛勤笔耕, 相继创作

了诗歌《送北征》、《颂香港》、《听见了呀》, 长篇报告文

学《和平村记》、《我们七个人》和剧本《三兄弟》等作

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歌颂中国正义的斗争,痛斥日本

侵略的无耻行径, 笔端下流淌着爱憎分明的感情。鹿

地亘的作品被《新华日报》称为“日本文艺作家第一次

对于中国大众发出的声音”,他被中国文艺界尊称为

“日本进步文化的良心”,“日本人民的代言人”, 这是

中肯而恰当的历史评价。

美国是派遣作家记者到中国最多的西方国家,以

《红星照耀中国》闻名的埃德加·斯诺在抗战中又写

作了长篇报告《为亚洲而战》评述震惊中外的“七·七

事变”,他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写过《大地的女儿》

的艾格丽丝·史沫特莱一直与抗日军民风雨同舟,她

的笔为中国而挥洒,先后写出了《今日中国特写:中国

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和《中国在反击》三

部著作, 这些作品在美国出版后, 产生过很大影响。

1941年她因病回国后,在国内撰文、演讲,继续为中

国抗战作宣传, 并完成了《中国的战歌》和《伟大的道

路: 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两部巨著,向西方介绍了中国

抗战的真实, 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佳的战地

报导之一”,史沫特莱被周恩来赞誉为“一个伟大的美

国人”。在中国大革命风暴中来中国, 写作过《千千万

万的中国人民》的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以花

甲之年, 又在1937年踏上了中国这块饱经沧桑的土

地, 她出席会议,发表演说, 四处采访, 很快写作出版

了《五分之一的人类》和《中国的一百万人》这两部著

作,成为1940年的畅销书。此外,苏联作家艾德林、美

国作家海明威、格兰姆·贝克、毛那和威尔基、根舍、

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日本作家绿川英子、德国小

说家安娜·西格斯等都曾来过中国并有著作问世。限

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列述世界各国来华的作家及他

们的作品,只能介绍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 他们带给

中国文艺界的是人类公理和正义的问候,是爱好和平

人民的关怀和支持,他们的作品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连成了一片。

四、中国抗战文学的变化与战局的跃动紧密相连

中国及国际战局的变化,影响乃至左右着抗战文

学发展方向的调整、文学主题的转换和艺术形式的更

迭。在这一点上,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在认识和实践上获得了共时性趋同。当法西斯主义对

人类和平猝然发动攻击时,惊恐失措的作家们一度感

到惶惑,世界文坛出现过短暂的沉寂,中国抗战文学

的活动和创作也有过一时的泠落。当侵略的战火漫延

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后, 急剧变化的现实便很快使多数

作家清醒过来, 他们焕发爱国热忱和国际主义精神,

亲赴战场并以文字参与战斗。战时生活的动荡和流

徙,使他们失去了深思熟虑,熔铸形象的余裕,结构自

由、手法多样的纪实文学几乎成为所有作家们共同使

用的武器, 纪实文学潮在世界各地汹涌而起, 美国作

家怀特的《空中皇后的战绩》、贝尔登的《随史迪威将

军撒退》; 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在特鲁厄尔前线》、《法

兰西人民的血》、柯里佐夫的《西班牙日记》、伊凡诺夫

的《铁甲列车》等作品成为各国风靡一时的读物。报告

文学、战地速写、报告小说等纪实作品以不同的语言

在各国流行,这是文学服从于战争的一个鲜明特点。

人们对于战局的变动密切关注, 简单的新闻报导已不

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们希望从迅速敏捷的文艺形式

中找到自己关注的有关战争的艺术记录,从生动形象

的文学中获取更多信息。广大民众兴趣的转移影响到

报刊的编辑方针和书店的出版计划,催动了各种纪实

文学的出现。抗战初期编辑出版的《战地报告丛刊》、

《战地生活丛刊》、《抗战中的中国》、《抗战动员丛刊》

等系列化丛刊有近百种, 发表的报告文学近千篇, 就

是例证。报告文学以真实为生命自不待言,就连小说、

诗歌和戏剧也常常是以一个大家关心的事件或一个

真实人物为素材进行创作。世界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战争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了作家思想感情和

作品内容的变化, 与之适应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变

革,大量的纪实作品呈现出色彩丰富的文学景观, 如

诗歌中的街头诗、朗诵诗和传单诗;戏剧中的街头剧、

象征剧、茶馆剧和幕表剧; 小说中的墙壁小说和速读

小说、广播小说等成为一个时期的文艺主潮, 这是一

种少有的世界性文学现象。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

西斯文学一样都是在战争的血火中发展和深化着,战

争赋予文学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使命,作家的职责要求

各国的作家们着力表现“战争与国家”和“战争中的

人”, 高扬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反法西斯文学对于

作家责任的第一命题, 是世界文学的共有主题。到了

战争的中后期, 以多种叙事方式,在更深更高的层次

上弘扬反抗暴力、伸张正义的人道精神, 彰显文艺的

价值存在和审美意识, 是文学发展的必然。随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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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久和深入,作家对战争的本质及规律有了较深刻

的认识, 他们的视野大大扩张, 感情逐渐从“踔砺昂

奋”趋向于沉实和冷静。战争与文学从趋近到融合,文

学发展的进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不是缓慢而是迅急

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完成了“亢奋”到“沉潜”的转

捩, 作家们觉得不用鸿篇巨制似乎无法涵纳自己的思

想容量,从赶写短制发展到“竞写长篇”,相继出现了

一大批彪炳史册的中、长篇小说,抒情、叙事长诗和多

幕戏剧。长篇小说如苏联的《宁死不屈》、《日日夜夜》、

《青年近卫军》、《沃洛格达姆公路》, 法国的《缓期执

行》,美国的《丧钟为谁而鸣》,英国的《三个穿新衣服

的人》; 诗歌如苏联的《瓦西里·焦尔金》, 法国的《自

由引导我们前进》,英国的《死的舞蹈》;剧本如苏联的

《望穿秋水》、《在布拉格栗树下》, 法国的《苍蝇》、《安

提戈涅》等成为了记录这场亘古未有的严峻斗争历史

的艺术文献。这些作品中爱国主义炽烈情感的喷发,

反侵略反压迫精神的高扬, 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对

法西斯匪徒的鞭笞和审判, 在世界和中国人民中激起

强烈的感情共鸣。中国抗战文学也在反思的沉静中梳

理着自己的情绪, 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将自

己对现实的认知化为形象的书写,创作了长篇小说如

老舍的《四世同堂》,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茅盾

的《腐蚀》;长诗如艾青的《火把》、《向太阳》,光未然的

《黄河大合唱》;大型戏剧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及郭

沫若的历史剧等优秀作品。这批作品在思想价值和艺

术水平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如《四世同堂》展示的

是中国人不畏强暴的民族正气,被称为“被征服者的

愤史”。它在对中国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的沉思中,精心

镂刻了民族脊梁、民族基石和民族败类三组不同的人

物形象,小说在冷峻悲壮的氛围中, 具有震撼人心的

艺术力量, 被公认为反映抗战的史诗式作品。诗歌在

艾青的笔下律动着忧伤而愤懑的情愫, 沸腾着深沉而

热烈的呐喊,格调昂奋,意象雄浑,雕刻的是不愿做奴

隶的人们的威武群像。

总之,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文学

一起,较全面地生动记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与反

侵略、邪恶与正义的残酷较量, 描述了正义战胜邪恶

的艰苦历程和必然趋势。如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

抗日战争的硝烟在地球上飘散已经60个年头了。中

国抗战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现代的文学必须是

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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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politism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out Anti-Japanese War

ZH A NG S hao-si
( Depar tment o f United Front Sout h-Cent ral Univ ersit y fo 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Ho lding the banner of Ant i-Fascism, Chinese Ant i-Japanese War l iterature established close

connect ions w ith World Ant i-Fascism Literature. A larg e amount of Ant 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wo rks

w er e “exported”to China w hile lots of fo reign liter ature w o rks w ere “imported”. Autho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ame to China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g reat literatur e wo rks about Chinese Ant i Japanese War.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liter ature, as one part of the w orld Ant i-Fascism l iterature, represented its co s-

mopolit 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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