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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思潮的产生及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早期探索 
李棘 

（沈阳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1） 

摘要：左翼文学思潮产生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探索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其对早期革命文艺的倡导及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的无
意识的探索、与国际左翼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后有意识地进行探索和国内革命形势变化后的反思，无产阶级
革命文艺理论在与左翼文学思潮的产生过程中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及形成系统的文化战
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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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思潮诞生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开始褪去

它的历史光晕，而新的历史机遇又同时酝酿着新的社会力量。这一

时期，从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到震惊中外的“五卅”运

动，再到大革命失败，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在心怀历史挫败感的同

时，先后走向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这一时期，经翻译

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及苏联的文艺方针，常常被作

为指导思想直接指导着左翼文艺运动。以 1928 年革命文学论争为

标志，左翼文学力量凭借新的理论和方法以颇具新锐的姿态登上文

坛，很快展开了一系列与五四成名作家和其他文艺社团的论争，并

于 1930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联合鲁迅和茅盾等人成立了左翼

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36 年“左

联”宣布解散，同时成立新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一）早期革命文艺的倡导及对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意义。 

左翼文学思潮的萌生可以追溯至 20 年代前期共产党人对革命

文艺的积极倡导。早在 1921 年、1922 年，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

邓中夏等就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提案中，提出文学需要走向革命的观

点。1922 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特意开辟了“革命

文艺”一栏，为革命文学的诞生铺设了一块园地。而 1923 年 6 月

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更是慨然宣称中国的革命

与文学运动必须要以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与此同时，恽代英、沈泽

民、蒋光慈等共产党人以及部分进步人士先后在《先驱《新青年《觉

悟》（《民国日报》的副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无产阶级文学

的出现以振兴中华。在他们看来，“艺术，和政治、法律、宗教、

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底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

组织之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迁的

东西。[1]。因此，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文学应当顺应时代的召唤以

及革命形势的需要，作家也不应再寓居书斋而应投身于轰轰烈烈的

革命洪流之中。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文中，邓中夏提出一个有

价值的中国诗人应当以“革命”为己任，警醒人们革命的自觉和有

革命的勇气。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更是以诗人的热情标

举文学走向革命以及这一时代来临的必然性：“文学是永远革命的，

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

驱，而革命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这些观点虽

因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而忽略文学自身的艺术性，但却为中国

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营造了良好的时代氛围。伴随着文艺界的积极

倡导，1924 年前后还出现了一些已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

文学团体，如上海的“春雷社”、杭州的“悟悟社”等。文学团体

是集合人员共同筹划未来发展的有机组织，在实践中具有扩大影响

的社会效应。由蒋光慈、沈泽民等人组织的“春雷社”通过《觉悟》

编辑出版周刊性的《文学专号》，发表了多篇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文

以及《哀中国》等进步诗歌。由杭州之江大学学生发起的“悟悟社”

出版的进步刊物《悟》，也积极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相关主张。这

些社团的兴起充分反映了文艺青年渴望革命的积极性与迫切性，在

积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的同时，也昭示着中国左翼文学思

潮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二）国际左翼运动的推动及其影响 

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空前高涨对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发

生具有重大作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国际无产阶级革

命运动空前高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东欧诸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

接连的成功，迅速推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从而形成

波及全球、声势浩大的“红色”革命浪潮。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艺

运动在中国的反映，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主要受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

响。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文艺界就掀起译介俄国文学的第一个

高峰，五四新文化先驱以及部分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鲁迅、周作

人、瞿秋白、郑振铎等都曾积极参与译介活动。在文艺上，最先输

入的是列宁的思想。1925 年 2 月 12 日《民国日报·觉悟》首次刊

载列宁的论文《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郑超龄译）；1926 年

12 月 6 日，《中国青年》第 144 期首次刊载列宁的论文《党的组织

和党的文学》（一声译）。其中有关创作者阶级意识、革命信念以及

共产党对文学的领导权等观点对于日后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构建

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此外，苏联文艺动向也为中国进步人士所关

注。1925 年北新书局出版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该书

介绍了 1923-1925 年苏俄文艺论战各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同时，部

分早期共产党人赴俄学习、考察回来后，为国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1920 年 10 月至 1923 年初，瞿

秋白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员赴俄采访，

后根据旅俄感受写成《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以此反映和

介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文艺发展的最新形势。1921 年至 1924 年

在苏联留学的蒋光慈也深受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熏染。1924 年

8 月，归国不久的蒋光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无产阶级革

命与文化》一文，阐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之间具有密切的联

系，初步显示了有目的地引进与宣传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意

图。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既是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的桥梁，又

有着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内容。后期创造社骨干郭沫若、冯乃超、

李初梨等人留学日本，深刻地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

响。 

（三）国内革命形势的骤变带来的文学反思 

1927 年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骤变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

历史契机。1927 年春夏，国民党汪精卫、蒋介石集团等相继叛变革

命。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残酷压迫人民，同时执行残

酷的“清党”政策，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严峻的阶级斗

争和革命形势对文学艺术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时，一部分参加过

第一次国内革命、重新回到文学岗位上的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等

人，刚从日本回国参加文学活动的青年作家如冯乃超、李初梨、彭

康、朱镜我等人，以及一些原先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
邨如钱杏 、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诸人，相继集中于上海。从 1928

年 1 邨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由蒋光慈、钱杏 等人重新组建的

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开始

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正式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

从而拉开了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序幕。郭沫若首先在 192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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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8 期上发表了《英雄树》（署名麦克昂）

一文，宣告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将要取代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的文学艺术，文学将要实行历史性的转折而突飞猛进地发展，随

之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

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相继在《创造月刊》《太阳月

刊》以及《文化批判》上发表，多方阐述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
邨基本主张。冯乃超、钱杏 、华汉（阳翰生）等人也分别撰文做了

相关说明。 

倡导者还就革命作家的改造同题提出了意见，认为创造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的首要前提，在于革命作家确立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

观，即摒弃一切旧有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倡导

者对文艺创作技巧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关于作品所用的文字，多数

倡导者主张作家应实行一定程度的转化，即通俗化。总之，为建设

全新的革命文学和显示决绝的革命意向，倡导者认定作家应当具有

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相匹配的创作理念，“真正站在客观的具体的

美学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同旧文学根本对立，才能真正化为

无产阶级文学”[2]。 

左翼文学思潮的产生与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国际

左翼运动相互配合与影响，随着国内与国际斗争形势的变化,左翼文

学思潮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性地向前发展，在反思中真正地

认清旧文学，为中国文学走向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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