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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热爱新诗，生
前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
锦堂师范就学期间，和同学
们一起创办“田园诗社”的往
事了。

父亲出生在仙居县乡下
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
少时聪颖过人，六岁起读私
塾、小学、初中、简易师范，均
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那时的中小学校有许多从杭
州躲避战乱内迁来的教师，
在教学中传播了许多“五四”
新文学的知识，父亲对新诗
的热爱就萌芽于那个时期。
初二那年他写下了处女作
《月夜》，在学校的黑板报上
发表，得到了众多好评。从
此，对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热
爱便终生不渝。

一九四六年初，为了追
求更高的学问和新生活，他
不顾亲友们的反对和劝告，
辞去了薪水丰厚的曹店小学
校长一职。背了十几双草
鞋，在金华和宁波之间爬山
越岭二十多天，行程一千多
公里，考上了刚从缙云壶镇
回迁到慈溪观海卫东山头的
省立锦堂师范。

父亲说，当年锦堂师范
校长郭人全先生是个十分开
明的进步人士，学校组合了
一大批优秀而进步的教师。
郭校长还亲自去上海筹募资
金，购置了《鲁迅全集》等许
多进步书籍。这些教师和书
籍，给学生们灌输了许多新
知识、新观念。由于学校地
处偏僻的东山头村，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连订阅的报刊
都要在一周后才能到，加上
经过多年的战乱奔波，学校
百废待兴，师生的物质条件
和文化生活非常贫瘠。在这
样的环境中，不甘寂寞的师
生们自娱自乐自学，先后成

立了许多文艺社团，其中以
父亲为主创办的“田园诗
社”，便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
个文艺团体。

父亲笔名为淡淡，因为
经常在校园内和报刊上发表
诗歌和散文，成了同学们公
认的“大诗人”。一九四六年
底，他和田村等几个同样热
爱文学的同学商量，决定成
立一个自己的文艺社。因为
学校地处乡村，加上父亲一
直有故乡情节，故取名为“田
园文艺研究社”，还制订了详
细的章程。一九四七年二月

“田园文艺研究社”正式成
立，同学们一致推选父亲为
社长。初期，社友以父亲所
在的社科班爱好文学的同学
为主。之后，因为文艺研究
社声誉良好，社友扩大到其
它班级。同时，又由社友介
绍，吸收了一大批省内外专
业或业余的文学爱好者。

“田园文艺研究社”成立
不久，便不定期地出刊《田
园》杂志，出刊的费用由社友
自愿捐献，有的出钱，有的买
纸张、油墨、蜡纸、钢板。杂
志为油印，写字好的负责刻
字，有美术基础的负责封面
封底的设计和排版，父亲为
主负责文字内容的把关和编
辑，心细的女社友负责装
订。开始印数只有三四十
份，之后，随着社友数量增加
和影响扩大逐期加量。刊登
的稿件起初大都是同学们的
作文和平时的习作，以纯文
学为主，内容健康、积极向
上，也有许多作品透露出对
现状的不满。一九四八年
初，“田园文艺研究会”更名
为“田园诗社”。

从一九四七年初开始，
大家在报刊上寻找到一些文
坛前辈、著名作家的地址后，
以父亲为主给他们写信。一
是请他们为《田园》杂志写稿
或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以扩
大诗社的影响，提高刊物的
质量。二是请他们修改并帮
助社友的作品在高层次的刊

物上发表。那时的文人大多
比较谦和，也许是被这些爱
好文学的青年学子的精神所
感动，不久就收到了许多回
信。之后建立了联系的有叶
圣陶、许广平、沙鸥、赵景深、
范泉、胡山源、李斐、臧克家、
巴人、吕漠野、赵清阁等许多
名家。

他们热情洋溢的回信，
给了身处浙东海隅的青年学
子莫大的鼓舞。叶圣陶先生
在回信中指导如何办好文艺
社，“写了东西，把稿子在朋
友同学间传观，大家不客气
批评”，作诗之事“大抵须求
内外并美善”。叶先生还告
知父亲“凡见我文均可转
载”。当年，鲁迅先生在社会
上有着极高的威望，其夫人
会给大家回信可是件了不起
的大事。父亲一直记得大家
围看许广平先生来信时的场
面，当时社友们都激动万分，
决心成为鲁迅先生所希望的
年青一代。沙鸥、赵景深、吕
漠野等人还寄来自己的作
品，在《田园》杂志中发表，有
的还在他们的杂志上介绍和
宣传“田园诗社”。据父亲的
好朋友当年的社友胡孟和先
生回忆，当时许广平和赵景
深是诗社聘请的指导老师，
其中许广平先生是因为看了
《田园》杂志中由社友改成剧
本的鲁迅先生的《药》，才答
应做指导老师的。

这些人士中，数父亲和
赵景深先生的交往最深最
久。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他
一九八五年病故，前后收到
过他四十七封来信，且全部
保存完好。在《赵景深日记》
中，不少回信还有详细的记
录。赵老给了父亲许多批评
帮助和鼓励，推介了父亲的
不少诗文在知名的报刊上发
表。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导
和鼓励父亲收集和整理民
谣，还为父亲两千多句的长
诗《岳祥传》进行了认真的校
注。赵先生去世后的几十
年，父亲还始终和他的儿子
赵易林保持着联系，为整理
和出版赵先生文选做了很多
工作。

“田园诗社”时期，父亲
的新诗创作也有了显著的进
步，产生了许多较好的诗
作。如《我是劳动人民的儿
子》《等那一天》《新的时代来

到了》《夜、三更》《黎明前后》
等，这些手稿至今还全部保
存着。有不少诗作和散文在
当年著名的报刊杂志上发
表，如《青年届》《正报》《春
风》《铁兵营》《文艺战线》等
等，极大的激发了父亲成为
一名诗人的信心。新中国成
立后，大多数社友都投身于
革命工作，有不少人还成了
作家、诗人和画家。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因形
势趋紧，国民党实行白色恐
怖，父亲也听到“田园诗社”
被省党部关注的消息。加上
在大变革时期，同学们都开
始担忧和考虑自己的前途，

“田园诗社”便停止了活动。
一九四九年六月父亲投身革
命，离校时，把物品分寄在两
户农民家，后来有一家居然
找不到了，那一家的箱子中
就有全部的《田园》和《季候
风》诗刊以及相关的资料。
几十年来，他遍寻《田园》和
《季候风》杂志未果，因为许
多社友都在几次运动中受到
审查，都不敢保存了，为此父
亲是抱憾终生的。

“田园诗社”是父亲一生
中的骄傲，却也让他受了许
多委屈。虽然每次审查的结
论都是一般性的学生文艺团
体，有的还认为是进步学生
的文艺团体，但每一次波折
都深深地挫伤着他的心。细
细地翻看父亲的笔记本，查
阅校友们的来信和回忆锦师
的文章，都可以看出，“田园
诗社”是他们永远怀念着的
一段宝贵的经历。

屋外春雨潇潇，我仿佛
听见，父亲在东山坡上诵咏
着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作：

等那一天，
那一天日头上来，
天空像明镜般清澈。
三月的燕子翻着金翅，
和着晨升的礼赞，
在农人们顶上。
等那一天，
那一天蓝天画上眉月，
自由的风自由的吻着
这祖国的原野，
没有哭声---
在这广漠里
漾开一波银色。

父亲和“田园诗社”
□俞白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