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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虹口，有一条闻名全国的多
伦路，它的两端连接着繁华的四川
北路，闹中取静，路的两边林立着
各国风情的老房子。其中位于多伦
路 201弄 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是一幢具有
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里
曾是中华艺术大学，是中国共产党
培养艺术人才的基地。 90年前，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 （以下简称左联）

正是在这里成立的。今年 3月 2日
正值左联成立 90周年， 让我们回
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一场论争
说到左联的成立不得不

先提一场论争。1927年，蒋介

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

月起，大革命失败后散落在各

地和不少在日本留学的中共
党员、进步文化人士陆续辗转

来到上海，聚集在虹口。1928

年初，以共产党员和革命文艺
青年为主体的文学社团“创造

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
命文学，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

现实缺乏了解，在革命文学问
题上提出了一些片面的观点

和主张，并将矛头对准了鲁迅
和茅盾。鲁迅和茅盾等为此著

文批驳和反击。一场激烈的革
命文学论争由此而起。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
阶级斗争的需要，迫切要求革

命文学阵营团结起来，共同对
敌。1929年八九月间，潘汉年

找冯雪峰与鲁迅沟通。在党中
央的斡旋下，原来激战不已的

各文学团体逐渐从分裂走向
联合。

革命文学论争停息后，筹
备文学界群众组织的工作正

式启动。其间，冯雪峰前往征
询鲁迅意见：新组织名称中是

否要加“左翼”两字。鲁迅明确
认为要加，这样旗帜鲜明，有

利于工作。于是“左翼”二字被

采用，新组织定名为“中国左
翼作家联

盟”。

星火燎原
1930年 3月 2日下午两点，左

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会

场由底楼一间教室布置而成，十分简
单，一张讲台、一块黑板，旁边是三只

靠背椅，下面摆放着长条凳和方凳。
大约有 50多人出席会议，会场容纳

不了那么多人，所以有些同志不得不

站着，连门外也站满了人。会场周围
布置了警戒线。会上，鲁迅发表了著

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至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

左联成立的喜讯传出后，全国
文艺界备受鼓舞，国内一些大中城

市迅速出现左联分盟。最早出现左
联组织的地区是北平。

1930年 9月 18日上午，几个
大学分头贴出海报，内容大致为：兹

定于 9月 18日下午二时邀请殷夫
先生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一院礼堂讲

演，欢迎踊跃参加，下署“文艺研究
会启”。这是为了避免军警前来破

坏，因此临近开会，才定下时间。尽

管这样，通过党团员口头转告，礼堂
内、门外、沿窗口还是都站满了人，

到会人数达一二百之多。法学院一
院从大门起，各道门都有人把守，礼

堂周围放满了哨，礼堂后门则有七
八个彪形大汉值守。其实所谓“殷夫

先生”，并未写明徐殷夫，这不过是
迷惑敌人兼对群众含糊其词地用

“殷夫”二字来作号召。实际出席讲

演的是辅仁大学学生张璋。他登台
讲了十来分钟的文艺问题。张璋讲

演完后，由筹备会负责人段雪笙宣
布北方左联正式成立。

保存遗稿
左联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压

迫也紧随而来。左翼作家们用鲜血写下了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第一页。

1931年 1月 17日，柔石、胡也频、殷
夫、冯铿等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秘密开

会。后因被王明派人告密，会议开始不久，
敌特冲了进来，逮捕了与会者。18日早

上，李伟森担心大家的安危，前往东方旅

社查看，也被暗中守候的敌特逮捕。
左联五烈士被捕后，鲁迅积极奔走营

救，悲愤地写下多篇纪念文章，并妥善保
存了烈士的部分遗稿。

左联五烈士中的柔石与鲁迅往来最密
切。1931年 1月 15日夜间，柔石来鲁迅家

询问版税的办法，鲁迅便将自己与北新书
局所订合同的抄件交给他，合同上盖有鲁

迅的印章。“柔石向衣袋里一塞，匆匆地走
了”———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获知柔石

等人被捕消息后，鲁迅被迫于 1月 20日
带着家人，避走花园庄旅馆。

柔石在狱中写出两封信，其中一封是
2月 5日写给冯雪峰的，信中谈及“捕房

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鲁迅）地址”，并
希望鲁迅能够设法营救自己。从信中可

知，鲁迅的安全确实受到了威胁；当时，外
面还流传起了鲁迅也被捕甚至被杀的谣

言，害得他“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
为事”。避难的同时，鲁迅也在想方设法营

救这些青年朋友。很不幸的是，2月 8日
凌晨柔石等人便被秘密杀害于龙华。由于

消息被封锁，鲁迅全然不知情。14日鲁迅
在看到柔石的信后，还冒着雨雪去找过蔡

元培。《鲁迅日记》记载：“雨雪。午后访蔡
先生，未遇，留赠《士敏土图》两本。”如果

不是救小友心切，鲁迅应该不会冒着雨雪
出门吧。直到 2月 24日，鲁迅“看日本报，

才知本月 7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四
个（三男一女）是左联里面的。”

众所周知，鲁迅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

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自己也积极发现
有才华和正义感的文学青年，扶持他们。

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使鲁迅沉重地感到
“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

的青年”！当年 4月，左联秘密出版的《前
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发表了《柔

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
的血》等文，他说：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

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
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

页⋯⋯1933年至 1936年，鲁迅先后写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白莽作〈孩儿塔〉序》

《续记》《写于深夜里》等文，表达了他的这
种无法呼吸的痛。

鲜为人知的是，鲁迅还不顾个人安危，
妥善保存了左联烈士的部分手稿。1936

年，鲁迅在《续记》一文中透露：“白莽《孩儿
塔》的稿子，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

稿，都在我这里”。许广平也曾追忆，家里三
楼有个藏书室，有只书箱存放着柔石、白莽

以及瞿秋白等人的遗稿和鲁迅的一些书

籍。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搬家时，将存书全
部搬到霞飞路的霞飞坊内。1941年 12月，

日军侵入她家搜查，幸得一位女佣机智地
说“藏书室租给别人了”，才使这批遗稿保

存下来。后来，列行社准备出版白莽的《孩
儿塔》，许广平亲自从存放在英商麦加利银

行保险库里的鲁迅遗稿中，找出白莽的手
稿，抄了个副本交给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左联烈士的遗稿，
终于入藏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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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上海开
明书店出版《子夜》

■ 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时，鲁迅作《为
了忘却的记念》一文

中华艺术大学

左联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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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与右，通常是保守和激进的象征。 但

是，“左联”的左，却不是纯粹的“保守”和“激

进”。

“左联”的出现，固然是受了苏联“拉
普”、日本“纳普”和“革命文学国际局”成立

等影响，事实上，面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社会矛盾加剧的现实，不光“保守”的文学社

团基本无动于衷，就是整个文学界都没有作

出足够的反应，同时商业对于文学的渗透也
越来越明显。 因此，文学直接切入社会生活

成为一种实际的需要，才会有那些怀有强烈
的社会使命感的作家为争取话语权而结

成联盟。 “左联”作家的作品比起其他什么流

派更多壮怀激烈，完全是社会现状刺激的结
果和映象。 从历史上看，在欧洲带有政治色

彩的文学社团流派并不鲜见：十二月党人文
学、民粹派文学、狂飙突进、青年德意志、宪

章派文学等等，文学史上自占一席。

“左联”作家创作上不乏较浓厚的小资意

识及公式化、概念化等弱点，但毕竟还有像鲁

迅那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还有茅盾、丁
玲、张天翼等人的小说，还有田汉、洪深、夏衍

等人的剧作……他们给“左联”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名分和地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左联”建筑

左联的“左”

    左联作家胡也频被害后，丁玲深陷巨大

悲痛，然而她化悲痛为力量，中共党组织交
给她一个新的任务：创办一份新的左联机关

杂志以适应斗争的需要。虽然她还不是中共
党员，但她没有犹豫，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

务。1931年 9月 20日，人们期盼的这份文
艺月刊《北斗》诞生了。创刊时，丁玲遵照中

共党组织提出的策略性意见：内容要灰色一

点，避免太红，以免遭禁。《北斗》的创刊号卷
首上刊登了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牺牲》及鲁

迅先生写的介绍词，这幅版画画的是一个母
亲悲哀地闭上眼睛，交出她的孩子，意在表示

对左联五烈士的纪念。《北斗》办得热闹非凡，
冰心、林徽音、徐志摩、凌淑华、沈从文这些非

左翼作家都在最初的 3期上发表作品。但从
第 4期起，《北斗》就“红”了，中间派作家的作

品没有了，完全成了左翼作家们的园地。然
而《北斗》仅仅存在 10个月，就于 1932年 7

月被当局扼杀。
1933年 11月，随着第五次军事围剿的

发动，国民党当局同步提出了“文化剿匪”，
对左翼文化实行多层次、系列手段大肆围

剿。对此，左联及其他左翼文艺组织团结抗
击。茅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子夜》

也诞生于那个时期。茅盾时任左联行政书

记，为集中精力创作，他向当时左联党团书

记冯雪峰提出辞职。但冯雪峰并不同意他辞

职，只准他请长假。1933年《子夜》出版，成为
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

品之一。《子夜》出版 3000册一上市就售罄，
随后 3个月接连重印 4次，每次 5000册。

1935年 8月 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

书》（八一宣言），提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倡议。随后，左联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

家联盟的代表、左联作家萧三，按照中共中
央的指示，致信左联，要求在“民族危机日益

加紧”的形势下，“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

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左联
于 1935年底解散，随后，其他左翼文艺组织

也陆续解散。

灰色《北斗》

穿梭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