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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这百年历

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党是如何从弱小走到强

大，从低谷走到高峰，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国文化的领

导核心，又是如何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两个法宝就是紧紧抓住了“枪杆子”和

“笔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判断，与1927年国民党

反动派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有关。这次大屠杀让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枪杆子，中国的革命就

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没有枪杆子，中国共产党人只能任

人屠戮。而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意识到“笔杆子”的革命作

用，则源于对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纠正。

1928年，在上海爆发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的论争。论争一方为创造社和太阳社。创造社的作家们

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失败后有必

要加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作，他们针对当时的文艺

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家要努力获得无产阶级意识，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文学创作要以工农大众为

对象。太阳社认为文艺创作要提倡表现反抗精神，抨击社

会的黑暗与罪恶。而论战的另一方鲁迅则认为，文艺创作

要继续坚持五四以来的思想革命，即针对整个社会、面向

民族生存观念的革命。他不赞成“革命文学”倡导者所张扬

的“组织生活”论，主张文艺必须反映社会真相，才于社会

有益，于革命有益。

为宣传自己的文学观念，自1928年初，创造社成员开

始先后撰文批判鲁迅。1928年1月，冯乃超在《文化批判》

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5月，成仿吾

在上海《创造月刊》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太阳社

的蒋光慈、钱杏邨也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死去了的阿

Q时代》等文章，纷纷讨伐鲁迅。创造社、太阳社以排炮的

形式，对鲁迅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这些攻击文章让鲁迅十分生气，不久鲁迅便决定展

开反击。1928年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醉

眼”中的朦胧》，首先回击了成仿吾、李初梨两人对他的攻

击。接着，他又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硬译”与“文

学的阶级性”》一系列文章中，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展开了

激烈的论战。

这场激烈的论战很快便引起了我党高层的注意。论争

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严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1928年2

月24日，郭沫若离沪东渡日本之前，周恩来曾到郭沫若家

中拜访，指出创造社、太阳社的矛头应该指向新月派，而不

是鲁迅，论争双方应该团结起来，而不是搞“内战”，并希望

郭沫若将他的意见传达给青年作家们。

对于创造社、太阳社，自它们成立，党中央便一直给予

高度关心。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瞿秋白曾登门拜访郭

沫若，肯定他们批驳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文章，并邀请创

造社成员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文章；在党内担

任重要职务的秦邦宪则积极帮助创造社募集筹办出版部

资金，同时还十分关注创造社的办刊倾向。当他获悉《洪

水》打算将1926年底的几期内容全部刊载“纯文艺”作品

时，迅速致函创造社，对《洪水》编者进行批评和劝勉。同

时，党还非常注意在创造社发展共产党员，逐步建立起一

个革命文化的战斗堡垒。南昌起义后，党吸纳郭沫若入党。

1928年初，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邀请共产党员李一氓和

阳翰笙加入创造社，并和潘汉年共同组成创造社内的党小

组。同年5月至9月，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的提议，

从日本回国的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冯乃超、李铁声、王学

文等人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李

立三还派潘冬舟跟创造社联系；派吴亮平指导工作，具体

抓杂志。正是在党的领导与帮助下，创造社逐渐成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化组织。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非常重视太阳社的创办与发展。

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中央干部杨匏安、罗绮园、高语

罕等曾参加太阳社成立大会。瞿秋白本人应蒋光慈邀请，

常到太阳社“亲加指导”。为更好地促进党在两个文学团体

中的作用，当时法南区委还将太阳社中20余名党员分为

两个党小组，并和创造社的一个党小组合编为“第三街道

支部”。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党不仅重视文学这个特殊的战

斗武器作用，还非常重视对文学的领导。

但对于这次发生的论争，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党中央

当时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导致论争逐渐产生

一些消极影响。但不久，随着中共六大的召开，这次论争很

快便被党中央意识到必须要尽快纠正。

1928年 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

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并担任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

长为蔡和森。六大后，时任中央秘书长的周恩来

回到国内。他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这次

论争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遂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文化界的这

场内部争论，尽快消除分歧，团结一致，组成一

个共同对敌的文艺团体。同时，还要采取有效方

法加强对进步文化战线的领导。1929年6月，党

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成立中

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由新任中央政治

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负责，在八九月间，

李立三对上海文艺战线论争的情况作了调查研

究。9月，党中央便组织成立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10月，党中央正式通过江苏省委向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

党员发出了“党中央关于停止同鲁迅论争的指示”，并派中

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吴黎平下到基层贯彻执行中央

决定。

1929年10月初，正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任教的中共

党员夏衍突然接到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的通知，让他参

与筹办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向夏衍传达组织决定：“组织

上决定，要立即停止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战。要

团结以鲁迅为首的一批与我们战斗目的相同或者基本相

同的要求进步的作家。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应当是一个广

泛的、联盟的关系，我们要与他们一起，向我们共同的敌人

战斗，而不是内部之间，为了意气，为了一些无聊的字句，

喋喋不休地争论。”

听到潘汉年这么说，夏衍十分赞成。他对于当时发生

在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的论战也感到深深的

忧虑。这时，夏衍在心里还是很有些顾虑，他只是写过一些

剧本，自己并不是文艺圈里的活跃人，至多敲敲边鼓，写些

小文章，现在要以作家身份出现在筹备小组中，这合适吗？

但想到这是中央的决定，是中央要求结束这场文艺论战并

建立统一战线，可见中央对文化战线的重视。在这种情况

下，自己被确定参加左联筹备工作，那肯定是党中央在慎

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必须要服从组

织安排。

这次见面后，夏衍对自己在文艺界能起到怎祥的作

用，心里并没有底。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夏衍只好去找好朋

友、同为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的钱杏邨谈心。

钱杏邨坚决主张夏衍参与筹建左联。钱杏邨晚年曾忆

述他当年的看法：

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人经常与鲁

迅打交道。当时在党组织领导下几个主要从事筹备工作的

人大多是原创造社、太阳社的。像乃超和我都与鲁迅有过

文字之争，夏衍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不存在这个问

题，而且他与鲁迅已有点往来。同时，他虽然是太阳社支部

的，同太阳社人员自然很熟，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也熟（他

们在日本时就认识了），太阳社与创造社（主要是从日本回

来的几位）文字上也交过锋，记得第三街道支部还为此将

双方召集在一起开过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彼此思想意

识上都有毛病，互不服气，所以，增进团结问题仍然存在。

党一再提醒我们首先要搞好党内这些同志的团结。我想，

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

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

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

太阳社的刊物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吴泰昌：《阿英忆

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钱杏邨的这番分析可谓是入情入理。夏衍打消了自己

最后的一丝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左联的筹建工作中，并

联合钱杏邨、冯雪峰等人一起做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

沟通、说服工作。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

同志曾召开了一次太阳社、创造社党支部会议。在会上，李

富春要求他们终止与鲁迅的论战。李富春说：“你们的论争

是不对头的，不好的。”李富春认为，鲁迅是五四以来优秀

的启蒙主义者，“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

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

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上级组织的指示使阳翰笙

等人意识到党组织对于团结鲁迅的坚定立场，身为党员的

阳翰笙等人坚定地表示服从党的指挥。正是这次会议，为

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握手言和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加强党对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党中央适时提出了

“停止内战，加强团结”的方针，并提出在上海筹备成立左

联。筹备成立左联，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

反动派一方面对我党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

在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我党

要把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宣

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共同与国内反动派做

斗争。

正是在党中央的有效领导下，到1929年秋，创造社与

太阳社中的许多年轻人，通过一年多的认真思考，开始认

识到鲁迅思想的独特深刻性及巨大价值所在。他们也通过

夏衍等各种关系，向鲁迅表达了捐弃前嫌的意愿。而鲁迅

本人通过这一年多时间潜心研读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

基的著作，在思想上也更加靠近和认同无产阶级文艺了。

因此，他乐于接受冯雪峰、冯乃超、彭康、李初梨这些年轻

人的善意。

1929年10月至11月间，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要冯

雪峰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事情，并同时传达中央两条

意见：一是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

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士为基础，成立一个

革命文学团体。二是团体的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二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

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当冯雪峰受命找鲁迅谈话，商量成立左联的时候，鲁

迅完全赞同成立这样一个革命的团体，对于“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中的“左翼”两个字，鲁迅态度很明朗地说：“‘左

翼’两字还是用好，比较明确一些，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经过党组织的充分酝酿与协调，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小

组（参加者共11个，即筹备小组的10个党员和文委书记

潘汉年）1929年10月中旬（“双十节”之后不久）顺利召开

讨论会。这次筹备小组会议由潘汉年主持，会议的主要内

容是：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反对宗

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组建左联的意见。会议一开始，潘

汉年首先请阳翰笙传达党组织意见（会议之前，时任江苏

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与阳翰笙有过一次

正式谈话）。阳翰笙把党团结鲁迅、尊重鲁迅的意见正式传

达之后，夏衍及大部分的小组成员纷纷表态，拥护李富春

的意见。钱杏邨等人随后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

态度不好。但也有些同志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分辩说，鲁

迅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

不能批评呢？但最终，大家还是达成共识，按照党组织的要

求，团结鲁迅、尊重鲁迅。

潘汉年在会上还传达了党中央为该小组规定的两个

需要尽快完成的任务：一、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

左联纲领。会议最后一致决定：这两个文件拟出初稿后，先

请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

同时，会议还作出两个决定：一、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

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的文章中还有论战的

言语，也不反驳，对鲁迅要尊重；二、分派夏衍、冯乃超、冯

雪峰三人专门负责筹备小组与鲁迅的联络工作。鲁迅目标

太大，不宜太多参加筹备小组会议，因此夏衍等三人需经

常把小组会议的情况向他报告。

会议结束后不久，潘汉年与李初梨先后发表了《文艺

通信》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两篇文

章。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代表着历时近两年的“革命文学论

战”终告结束。

1929年冬季的一天，夏衍与冯乃超带着拟好的两个

文件（左联发起人名单、纲领）来到鲁迅家中，请他审阅。鲁

迅拿到文件后，戴上眼镜，极为认真地逐字逐句地阅读。读

完纲领，鲁迅沉吟了片刻。过了好一会儿，鲁迅慢慢地说：

“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随后，鲁迅又看了筹备小组拟

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有些人鲁迅并不认识，夏衍、冯乃超

认真地给鲁迅作了介绍。鲁迅听后表示认可。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夏衍等人的努力，左联成立所需

要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最后，就剩下左联成立大会

开会地址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筹委会最终选中了中华

艺术大学。中华艺大除具备地理环境和自身条件外，还有

一点就是它离鲁迅的住所景云里很近。

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1930年3

月2日下午在中华艺大隆重举行。参会正式代表有40多

人，包括鲁迅、夏衍、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戴望

舒、冯铿、柔石、殷夫、王任叔、洪灵菲、姚蓬子等。

鲁迅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的发言。鲁迅的讲话尖锐有力，语重心长，充满了现实主义

的、恳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该发言在大会上引起了

强烈震动。其后，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

奇、洪灵菲当选左联常委。周全平与蒋光慈是候补常委。成

立大会总共进行了5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才在热烈的欢

呼声中宣告结束。

左联成立后，归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

领导。左联历任党团书记为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

邨、耶林（张眺）、丁玲和周扬。任白戈在《我在左联工作的

时候》一文中，对左联组织机构的描述如下：“左联下面的

组织，完全和党的组织一样，分为沪东、沪西、闸北、法南

（法租界和南市）四个区。”

此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左联积极团结一切革命作

家，他们以鲁迅为旗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对

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

“论语派”等的文艺观点开展了有力批评，对国民党反动文

艺政策进行了坚决地批判与斗争。正是在左联的坚强领导

下，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左翼文化运动

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首先派出左联骨干成员筹

组各界左翼联盟。1930年3月田汉等发起成立左翼戏剧运

动联合会；5月20日，杜国庠、王学文等筹组了中国社会科

学家联盟（“社联”）；7月，许幸之、于海等发起筹组了中国

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8月戏剧运动联合会改为左翼

剧团联盟（1931年1月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即“剧

联”）……这些团体号称“八大联”。1930年10月，在中央

文委推动下，各联盟联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

总”），形成了完整的左翼文化联合战线。这个“文总”，实际

上就是中央文委的对外公开机构。它是所有左翼文化团体

的总协调机关，但它的组织机制跟左联等相似，也有公开

的秘书处书记和宣传、组织部门，内部也有党团，党团书记

多数情况下由中央文委的负责人担任，有时候推选一位适

于公开的左翼人士担任。之后，中央文委不断传达中央声

音，组织领导左联等各大联盟开展文化斗争。1931年，左

翼文化遭受挫折后，“文总”率领左翼文化界奋起抗争；在

左翼出现关门主义倾向的时候，“文总”指导左翼调整战略

与策略；在国民党提出“文化剿匪”政策后，“文总”领导左

翼文化界顽强斗争，突破“文化围剿”的重围。同时，左翼作

品大量涌现，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

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

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

的剧作，左翼众多进步诗人的诗歌，这些作品都以其思想

艺术的新拓展，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方面，

在左联的培养下，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

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左翼优秀作家纷纷涌现。他们的

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20世纪

30年代文坛上的活跃力量。同时，左联在当时还有一大作

用，就是吸纳“寻找者”。所谓“寻找者”，一种是原本为中共

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现在要寻找党组

织恢复关系；另一种是进步青年或人士向往革命，在寻找

党团组织，“这两种人都把参加左联作为参加党组织的一

种途径”。

鉴于左联的蓬勃发展与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反动政

府采取了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成员、颁布各种法令条

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

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措施对其进行破坏。但左联仍顽强

战斗。1935年底至1936年春，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

线，文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令，决定解

散左联，全力推动各界抗日救亡活动。

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

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上

的丰碑。

从停止论争到筹建左联、领导左联，党中央对于左翼

文艺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既抓住了机遇，因势利导，

又建立起具有无产阶级特性的文艺全局性战略思想。这种

思想的建立，对于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至今日，党对文艺工作的坚强领导一直是我们取得

一切成绩的源泉与动力。这个方针，我们必须要毫不动摇

地把它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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