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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清 代 反 侵 略 爱 国 文 学

的 开 创 者 吴 兆 赛

张 克 陈 曼平

} 8 4。年中英鸦片战争
,

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

我国近代史是以我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为

斗争为主 潮之一的
。

从此开始的我国近代文学
,

也以表现这一伟大斗争为主要内容
。

随着列强对我国

侵略
、

瓜分 日益加剧
,

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不断高涨
,

反侵略爱国文学也蓬勃发展
。

而最早开创这一

诗歌主题的是吴兆寒
。

吴北鸯所写作的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诗篇
,

是反映十七世纪中叶
,

以秉熙皇爷为代表沟了青王钥们

中国人民
,

抗击沙皇俄国浸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伟大斗争的
。

最早侵略我国的是沙皇俄国
。

明末清初之际
,

沙皇俄国 已把它的魔瓜伸过了贝加 尔湖
,

吞 并了余

西伯利亚
,

先后侵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
。

十七世纪 四十年代
,

贪得无厌的沙皇
,

连续派遣波雅科夫
、

哈巴罗夫
、

斯捷 潘诺 夫等匪徒窜到我国黑龙江流域
,

甚至公然侵入黑龙江下游和松花江下游
,

杀人劫

掠
,

无恶不做
。

当时清王朝在东北最北的重镇是宁古塔 ( 原在今黑 龙江省海林县海浪河畔之旧 街
,

后

迁今天的宁安县城 )
。

宁古塔都统一一后改设宁古塔将军
,

担负着包括今天的吉林省
、

黑龙江省
,

外兴

安岭以东
,

黑龙江以北广大地 区 的防务
。

那时的清王朝对保卫国土
、

反击外来侵略为态度是坚定的
、

积极的
,

宁古塔是抗击沙俄侵略的最前线
。

在清王朝支持下
,

宁古塔的清 军 将 领 沙尔虎达
、

巴海
、

安珠瑚
、

萨布素等
,

带领宁古塔官兵和人民
, l
塔央抗击侵略者

,

多次出击痛歼沙俄匪徒
,

取得很大胜

利
。

1 6 , 5年 春
,

年 轻 有为 的康熙 皇帝 出巡 东北
,

亲自部署反侵略斗争
,

派彭春
、

郎谈
、

萨布素等率

水陆大军分路出击
,

包围稚克萨
,

痛击俄寇
,

迫使凶残成性的沙俄强盗坐下来谈判
。

双方签订 《 尼布

楚条约 》 ,

划定东段中俄边界
:

西起格尔必齐河
、

额尔古纳河
,

向东沿外兴 安 岭 到 海为 界
。

从法律

上肯定了黑龙江
、

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 ( 即今苏联萨哈林岛 ) 在内的广大地区
,

都是中国领土
。

吴兆窍
,

江苏吴江人
,

字汉搓
。

1 6 5 7年 ( 顺治十四年 ) 参加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的第三次科考
。

在进京复试时
,

他抗议朝廷派兵士持刀监考的污辱人格作法
,

被逮捕下狱
。

次年由死刑改判终身流放

宁古塔
。

j “ 5 9年春离京
,

8 月抵戍所宁古塔
,

开始了长达二十三年之久的流放生活
。

在流戍宁古塔期

I’ed, 诗人经历了宁古塔军民反对沙俄侵略的伟大斗争
。

他不仅是这一场反侵略斗争的见证人
,

而且是

参加者
、

战士和歌 手
。

在这里
,

他得到宁古塔满族将领巴海
、

安珠瑚
、

萨布素等人的照顾
,

未去从事

苦役
,

并得似 参与军政事务
,

多次随军巡边
、

出征
。

他对沙俄强盗的野蜚强暴
,

对清军将士们保卫国

家的忠勇精神
,

都深有体验
,

写 作了大量抗俄诗篇
。

仅从诗人留下的唯一一部诗集 《 秋箱集 》 中粗略

统计
,

关涉到抗俄斗争的诗歌不下百篇
。

其中有直接表现清军积极备战的
,

有直接表现清军出征抗俄

和战斗的
,

有反映戍边将士长期戍边的艰苦军旅生活的
,

更有歌烦宁古塔将领
、

士兵
、

参战流人和迩

班人民誓死保卫国家
,

英勇抗敌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业绩的
,

有项扬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清王朝抗俄决策

的
。

它们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地反映了中华 民族这一光辉历史
,

表现了中华 民族为保卫自己的国土与

外来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爱国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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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的宁古塔远未开发
。

气候严寒
,

地处偏远
,

人烟稀少
,

十分荒凉
,

生活环境恶劣
。

宁古

搭成边将士
,

长期戍守边疆抵御沙俄匪徒的侵略
,

更加艰辛
。

诗人吴兆鸯生活在戍 边抗敌将士中间
,

和他们患难与共
,

有着密切接触
。

对他们含辛茹苦地保卫边疆
,

英勇顽强地抗击侵略者的艰苦战斗生

活和忠勇精神
,

体会尤深
。

对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国家的勋业十分赞佩
。

因此他常常是情不 自禁地

提笔赋诗
,

歌唱他们
,

抒 发对他们的敬佩和热爱之情
。

由于感受深刻
,

这些诗篇多是热情洋溢
,

形象

生动
,

读来感人
。

如在 《 送人之浑蠢 》 中他描写一位在严酷的寒冬风雪中艰难跋路的戍边战士
: “
雪深

车不度
,

风劲角初高
。

报尽平安火
,

谁怜吏士劳
。 ” 浑蠢

,

即今吉林浑春
,

距宁古塔三百余里
,

崇山

峻岭相隔
,

风雪严寒
,

交通多险阻
。

但为
“
报尽平安火 ” ,

战士不 辞 劳 苦
,

一 往无前
。

在 《 送人从

军 》 一诗中写道
: “

十年滴戍头今白
,

犹着征衣更出边
。 ”

友人显然也是一位被朝廷流放边塞的关内

人
,

滴成十年之久
,

满头白发
,

依然从军 出征
。

《 少 年 行 》 的诗句更具 有概 括力
: “

海东健儿浴铁

衣
,
沙场 J碗璧决重围

。 ” 简捷而生动地描绘出戍边将士英勇杀敌
、

忠勇无比的英雄形象
。

《 雨雪 》
、

《 即事 》
、

《 秋日杂述之二 》 等诗
,

通过对边疆地区的冰天雪地
、

酷冷奇寒的描写
,

表现戍边生活的

艰苦
,

进而烘托戍边将士们的豪壮气概
。

在 《秋茄集 》 中
,

诗人歌颂宁古塔清军将领的诗篇
,

占有 明 显 的 比重
。

当时宁古塔 都 统 巴海

( 后摧将军 )
,

副都统安珠瑚 ( 后摧升盛京将军 )
,

萨布素 ( 后升任黑龙江将军 )
,

都是清代初期戍

守东北边境的优秀将领
,

在抗俄斗争中功勋卓著
,

是我国历史上的抗俄名将
,

是 17 世纪清王朝坚决反

对外国侵略的杰出代袭
。

诗人对他们坚决抗敌的爱国行为和爱国精神是非常敬佩的
,

如 《 送巴参领之

擎洛 》 :

萧萧铁马嘶
,

万里 出榆 溪
。

战气随桂旗
,

边心八鼓擎
。

绩荒青海外
,

释站 雪山 西
。

上将铭功处
,

残碑待尔题
。

切望他保卫国家边疆
,

建功立业
。

再如他写给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的七律 《 奉赠副帅萨公 》 :

丹禅诏下拜轻车
,

千里雄藩独 建牙
。

共道伏波能许国
,

应知蹂砖不为家
。

星门圣夜无烽 火
, 雪海清风有戍茄

。

独臂秋鹰 飞鞍 出
,

指挥万马猎平沙
。

诗人热情赞颂这位爱国将领不辞劳苦
,

忠心耿耿地守卫国家边塞的爱国精神
,

以及他英勇无敌的

喊名
。

把他比之为我国古代两位名将一一西汉名将霍去病和东汉的马援
。

他们都是坚持抗击外来侵略

哟
。

诗人认为萨布素有着霍去病为国不安家和马援以身许国的崇高精神品格
。

联系萨布素的一生功业

( 他在抗俄和参加平定噶尔丹叛乱中都有着卓越的功勋 )
,

并不为过
。

在 《 秋茄集 》 中
,

描写宁古塔清军将士株兵励 马
,

加 紧 备 战
,

紧张训练
,

或整装待发
,

准备出

征
,

反击沙俄入侵的诗篇和诗句
,

数量不少
,

其中有一些优秀篇章
,

如 《 杂述之三 》 : “
戍楼辫鼓动

严城
,

朔塞山川郁战争
。

毛节未归鱼海使
,

羽书还下铁关兵
。

月高亭障千峰出
,

雪照族旗万马鸣
。

莫道

疮疾犹未起
,

庙模今日重出征
。 ”

朝廷已决 定 出 征
,

山城笼罩着战争气氛
,

大军集结待命
,

军威雄
一

壮
,

气势磅礴
。

七律 《 黑林 》 也描写了备战和战前的景象
,

更具有特殊意义
:

黑林天险削难平
,

唐将曾传此驻兵
。

形 胜万年雄北极
,

勋名 异代想东征
。

皮营秋郁风 云 气
,
大绩霄闻剑戟声

。

历 历山 川攻战地
,
只今放 甲惬边城

。

黑林
,

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处的伯力城附近的森林
,

这里是隋唐时期黑水豺 辐部所在地区
。

公元 72 c年唐王朝在这一带设黑水都府
,

管理黑龙江中下游广 大 地 区
,

所以诗人说
: “

唐将曾传此驻

兵” 。

而黑林又是
“
天险

” , “
形胜万年雄北极 ” 之处

。

诗人的自豪感和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

缅怀前

代是十分自然的
。

但远不止此
, “

勋名异代想东征
” ,

事隔八九百年
,

如今为了反击沙俄侵略
,

这里

也在准备东征
。

异代的
“
废营” “

积郁 ” “
风云气

” ,

兵士们操练时兵器撞击声直冲云霄
。 “

胜甲便

边城 ” ,

战争在即
,

一触即发
。

伯力距宁古塔有千里之遥
,

是在黑龙江下游
。

清军在这里准备出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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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沙俄匪徒已窜犯到这一带
。

此诗是写清军备战 的
,

说今论古
,

可作咏史诗看待
,

是黑龙江流域自

古即我国领土的明证
,

也是沙俄侵略我国领土的有力佐证
。

它的姊妹篇 《 秋兴杂述之四 》 也写 了清军

在黑林备战
:

朔风毡幕拥桂旋
,

八阵营开 苹菜高
。

铁 马雨甄横塞草
,

水犀三翼动江 涛
。

迁人 未见征摇息
,

属 国微闻战伐劳
。

漫道舫能 多健卒
,
只 见文士 习马 刀

。

一则写大军出征
,

军威雄壮
。

二写战争之频繁
,

侵略者不断骚扰
;

三写流放文人也从军 作战
,

可

见宁古塔地区为反击侵略者已到了总动员程度
。

诗人还创作了一些直接表现清军将士出征抗俄的诗篇
,

它们是诗人对这一反击侵略者
、

捍卫国家

和领土主权伟大斗争的直接反映
。

《 秋夜师次松花江大将军以牙兵先济窃于道旁寓 目即成 口 号示同观

诸子 》 ,

堪称一篇抗俄杰作
:

落 日十旗大野平
,
回涛 百 丈灌歌声

。

江深不 动尾 醒窟
,

塞 回先驰骤骑 营
。

火照铁衣分万幕
,

霜寒金析遍孤城
。

断流 明发诸 军渡
,

龙水滔滔 看洗兵
。

全诗写军威
,

以气势为主
。

将士们高昂的战斗热情和一战成功的胜利信念
,

通过一系列豪壮形象

得到完美阴表现
。

音调昂扬
,

铿锵有力
,

更衬托出这正义之师人欢马跃
,

欢声有动的战前亢奋气氛
。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

诗人吴兆赛在抗击沙俄的伟大 斗 争 中
,

始终坚定地站在国家和人民一

边
,

站在正义的立场上
,

用他高超的 艺术画笔
,

再现了三百多年前发生在东北边疆的反侵 略战争
。

我

们今天读来
,

古代战争一一以茫茫大野
、

含舀滔龙水和大风雪为背景的古代战争
,

那无比壮烈
、

慷慨激

昂的血与火的场景
,

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

那一系列令人欢欣鼓舞的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

构成了十分壮

美的意境
,

令人壮怀激烈
,

扬眉吐气
,

使人由衷地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

吴兆鸯的一些边塞诗歌
, “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
,

证明黑龙江
、

乌 苏 里 江 流域
,

自古就是我国的领

土
。

如 《 黑林 》
、

《 送阿佐领奉使黑斤 》
、

《 奉送大将军按部海东 》
、

《 送安都统安抚海东诸部 》
,

均可表明早在三百年前清政府便管辖海东广大地 区
。

其中
“
巨鹿 岗头 塞 北门

,

千家部落若云屯
” ,

“
金环岛户雕为屋

,

石奢种人鱼作衣
”
等诗句

,

写的是黑龙江入海 口直 到 乌 苏 里海滨地区的具体情

况
,

说明自古以来赫哲 ( 黑斤 ) , 弗牙克等我国少数民族便生活在这里
。

吴兆窍的这些诗篇在这方面

的特殊价值很值得我们重视
。

诗人是蒙冤被滴戍边塞的
。

他来到边塞
,

止值国家领土遭到侵略
、

大敌当前的严峻时刻
,

他的爱

国之心使他毅然抛弃个人恩怨
,

坚决站在国家和人 民一边
,

积极投身反侵略斗争之中
。

他以诗歌为武

器
,

揭露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和罪行
,

歌唱一往无前
,

英勇抗敌的将士
,

歌唱胜利
。

并且
,

他随军出征
,

参加抗俄斗争
。

既是歌手
,

又是战士
。

这是诗人的可贵和伟大之处
,

也是他的反侵略诗篇之所以写得

那样充满感情
, 一

卜分出色的主要原因
。

由于战乱
,

诗人的诗作散失不少
,

如清代曾流行在东北的抗俄歌 曲 《 怨羌歌 》 和 《 破羌歌 》 等
,

未收人 《 秋茄集 》
,

目前我们难以看到昊兆寒抗俄诗篇的全貌
。

但仅根据收入 (( 秋茄集 》 中的作品
,

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创作如此丰富

、

如此优秀的反侵略爱国诗篇
,

是诗人吴兆鸯为我国清代文学

作出的特殊贡献
,

对近代杰出的爱国诗人张维屏
、

黄遵宪等创作反帝爱国诗歌有着开导之功
,

他的名

字应光照我国文学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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