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公布为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

地! 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
小房间"

!"#$

年
%

月
!&

日#左
联筹委会在公啡咖啡馆举行最
后一次会议#成员全部到会#其
中包括 $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
到会%的鲁迅#他在当天日记中
记述 $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
咖啡%&十多人围聚一桌畅所欲
言#最终达成共识&

$这是中共中央#甚至党的
主要负责人第一次直接过问文
艺工作# 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化
建设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王
锡荣说#左联得以成立#除了党
中央的直接干预# 还有两个因
素不可忽视' 一是这批文人在
思想上的共通性&

'"%$

年代雨
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大量文学
社团# 其核心是要摆脱几千年
的思想痼疾# 让文学突破才子
佳人( 鸳鸯蝴蝶的包围#$如果
没有一种共同的突破意识 #没
有挣脱旧体制的强烈愿望 #左
联是无法组织起来的%&

王锡荣认为# 左联能够成
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是上海
本身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
件&首先#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
文化中心和远东第一大都市 &

尤其是
!"%(

年经历了五卅运
动之后# 上海的工人阶级更能

接受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口号
的左翼文学运动&第二#海派文
化特有的突破精神(创新精神#

让上海这片地域更易于产生和
接受新文化&第三#上海是中外
文化交汇之地#外来机构(设施
特别集中# 容易吸引外国人和
留学生#同时通讯便利(信息快
捷& 第四#

)"%$

年代中期以后#

包括鲁迅( 郭沫若等文坛巨子
在内的大批文化人# 涌入当时
相对平安的上海# 极易引发文
学上的交流和碰撞& $在当时
的中国# 除了上海# 不可能有
第二个地方具备这样的条件&%

王锡荣说# 中国共产党因势利
导# 水到渠成地在上海组建起
了左联 $这绝非偶然# 而是历
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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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左联派萧
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
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
代表会议& 由此# 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
盟# 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
国支部&

有!党团"的左联

在左联纪念馆二层展厅 #

挂着一张 +左联组织系统略
图 %& +你看 # 中间这个标红
的地方写着 ,左联党团 -# 可

见左联是有党团的# 说明左联
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这点
也可以从左联当时的领导机构
上再次找到印证 &% 左联纪念
馆工作人员说&

记者看到#在这张图上#左
联的领导机构是 +中共中央文
化工作委员会 %.下简称文委 !

和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
简称文总!& 文委是

!"%"

年下
半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为
了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而
成立的# 是左联党团的上级领
导机关& 左联行政上的上级领
导机关是文总# 而文总的党团
成员其实就是文委成员# 实际
上 #文委 (文总是两块牌子 (一
套班子& 左联成员林焕平在回
忆录 /从上海到东京 0中写道 #

+左联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活
动的#因而它有个左联党团#并
且以党代政# 几乎就是以党组
代替了执行委员会%&根据周国
伟所著/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0

一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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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一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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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告诉

记者# 尽管左联是党和非党作
家联合组织的群众性团体# 但
左联成员都要参加一些政治活
动 & 比如 # 经常发表政治宣
言 # 如

!"*!

年 +九一八 % 事
变后发表 /告无产阶级作家革
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
年 01 比如 # 参加一些公开或
半公开的革命政治团体活动 #

如参加 +反帝大同盟 % # 如
!"*%

年 +一2二八% 事变后派
代表参加慰问团到闸北前线慰
劳战士 # 如参加

!"*%

年 +世
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 的
筹备工作等& 另外# 左联的日
常活动包括小组活动常常以学

习党的文件( 讨论国内外形势
等政治内容为主# 并不是纯文
学的讨论&

根据张小红的著述# 左联
在当时还有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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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另一种是进步青年或人士向往
革命# 在寻找党团# +这两种
人都把参加左联作为参加党组
织的一种途径%&

比如# 王尧山在 /忆在左
联工作的前后0 一文中# 就写
了

%%

岁的自己通过左联找到
党组织的故事' 在 +一2二八%

事变后# 他与党组织失联# 后
来参加了进步组织青年文学研
究会# 并在活动中引起了左联
盟员周文的注意# +一次# 在
马路上边走边谈时# 周文征求
我参加左联33左联的性质是
秘密的33通过周文又接上了
党的关系# 在左联的党组织中
工作 %& 再如 # 于伶在 /北平
左联到剧联回忆 0 中 # 写了
!"*$

年夏天 #

%*

岁酷爱左翼
文学的他从上海考到国立北平
大学法学院# 如何通过读书会
加入北方左联# 并通过相关联
系人加入党组织的情况&

张小红认为 # 在
!"*$

年
代白色恐怖的环境下# 虽然参
加共产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

但仍有很多人在寻找党( 参加
党# +他们为找到左联# 参加
左联而兴奋# 因为这意味离参
加党不远了%&

+从诞生到解散# 左联自
始至终都和党有着密切的关
联&% 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说#

!"*&

年初 # 为适应抗日救亡
运动的新形势# 中国共产党要
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左联自行解散& +虽然左
联的历史不过短短

&

年# 但是
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
后世的深远影响# 为抗日战争
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甚至建
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培养了
一批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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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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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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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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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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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文化机构寻踪

左翼刊物

!#$%

年
&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为加强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以适应革命发展

的需要# 中央局于
%#$%

年
#

月
%

日在当时中

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寓所 !老成都北路
&

弄
"'

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
($)

号#

%#$$

年
&

月在

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

社%

%#$%

年
#

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
#

卷

第
)

号上发布了人民出版社第一个通告 #简

述创社宗旨与任务%

%#$"

年
%%

月
%

日#上海书店在上海南市

小北门花园路
*

今人民路
+

振业里
!!

号开业%上

海书店由党中央直接投资#由中共上海地方兼

区执委委员徐白民为第一任经理#后由毛泽民

接任%上海书店继承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的光荣传统#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宣传# 承担了

!#,-

年至
%#,)

年间中国共产党统一和扩大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的主要任务%

%#,(

年
,

月
-

日
.

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

煽动工团#妨碍治安)为名#查封了上海书店%

#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