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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经典的当时与未来
� � � 重读瞿秋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译介与诠释

胡 � 明

作者简介: 胡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 100732)。

� � 摘 � 要: 1931 年瞿秋白受到无情打击并被拉下重要领导岗位后,乃全神贯注地留意文艺,即关注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以及经典文本的研究。瞿秋白在上海系统地清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主要线

索与经典文本,认真翻译并作了尽可能正确而清晰的阐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第一次得到完整、

系统而正确的阐释。瞿秋白理解与阐释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以及结合中国文坛实际即� 中国化

推行�的一批文艺批评著述, 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波左翼文艺批评高潮, 尤其是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精神内核结合后的中国化体系, 其革命性与战斗力至少一直延伸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尽管

在文革中瞿秋白被批判,但他创立的这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中国版的思想内核却影响深远, 与社会转型

期沉重的历史意识形态思考一并撞击着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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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这是 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也是政治意

识形态领域的一件大事。俄国的�十月革命�与中

国的新文化运动几乎是同一时间爆发的,早期的

马克思主义者, 如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瞿秋白

更多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经济

思想著作的介绍, 宣传的重点在工农大众反抗资

本家的剥削与压迫, 阶级战争、无产者革命与专政

以及新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与施行经验,于文艺

思想、文艺理论批评关注甚少。瞿秋白 1923年归

国后,主要著述也集中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治斗

争理论与列宁相关著作的翻译及诠释与宣传, 还

有政治文件的起草与苏维埃光明前景的报导上,

尽管他对苏联的文艺理论批评、列宁主义文艺政

策也相当关心, 但用力不多,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的原典与论著更没有来得及系统地阅读与介

绍,尽管他已经在这方面积累材料, 广泛阅览,留

意苏俄文学史的优秀作品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的整理。在苏俄的两年间他也接触过这些领域的

不少文书资料,关心苏联早期革命文学的发展现

实与前进轨迹,他十分崇拜高尔基,并着手翻译了

高尔基的一些早期作品。1920 年至 1925年间,

瞿秋白翻译并发表了不少苏俄作家的文学作品,

如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阿里鲍甫、兹腊托夫

拉斯基,还翻译发表了著名的�国际歌�。

大革命期间的亢奋激烈以及失败后的残酷与

悲愤,使瞿秋白非常关注党的政治斗争方向与策

略,绝少关注文艺,瞿秋白真正全神贯注地留意文

艺 � � � 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以及经典
文本的阐述与辨解,则是在 1931年上半年党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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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只是更多地在论文学的创作方法论、艺术表

现的思想倾向性方面或者文艺的方向问题、文艺

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当然马恩这里说的�现实主

义�既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倾向,更是一

种审美的创作方法论, 而蕴藏在文艺背后的意识

形态倾向则仍是一重要标杆, 但马恩显然在这里

更�看重�审美意义上的创作方法问题。瞿秋白明
白地阐释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时并不反对作品的革命倾

向性, �他们只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

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心� 。这种虚浮的
�有倾向性的�、�有私心� 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

主义唯心主义的文学� 。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

现实主义的文学� 。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同样

是有政治的立场的 � � � 不管作家是否有意的表现

这种立场�。瞿秋白宣布: 马恩�不但不反对这种

�倾向� ,而且非常之鼓励文学上的革命倾向�。例

如海涅的诗歌�极端有革命倾向�, 马恩都很喜欢。
但是马恩又主张这种�革命倾向�要从作品里自然

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而不能�表面��空洞�地说教

与宣传: �一切大作家, 从亚里士多德到海涅都是

极端有倾向的, 然而这种倾向应当从作品的本身

里面表现出来。�他们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

学�, 而赞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拉萨尔辩论文艺时曾提

出过非常著名的论断, 他们说:不应当�席勒化�,

而应当�莎士比亚化�。这里的�席勒化�即是指席

勒的�浅薄的浪漫主义�一类的�主观主义唯心论�
文学,而�莎士比亚化�则指的是鼓励莎士比亚式

的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所谓�浅薄的浪漫主

义�是指席勒晚年的某些作品, 他小说、戏剧里的

�英雄�,只不过是主观、抽象的�思想�的号筒, 从

主观伦理道德出发做一些淋漓尽致的演说,这就

犯了�席勒化�的毛病,如拉萨尔的戏剧作品�佛朗

茨�冯西金根�描写 16世纪农民起义与封建时期

战争的故事, 也是充满了这种�席勒化�的倾向。
而�莎士比亚化�则要求作家、剧作家在现实生活

与斗争的忠实描写中,能够客观�发露真正的社会

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有时这种描写是�冷
静的不动声色的�。因此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

中提出了一重要观点: 人的性格不但表现在他做

的是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有时重要于�做什么�, 也显露出作者的高明与否、

成功与失败。�席勒化�与�莎士比亚化�正是文学

上�怎么样做�两种创作原则的意见。
根据瞿秋白的解释, 资产阶级文学发展史上

的�现实主义�归结起来也还是一种唯心论的现实

主义,但正因为他客观而真实地暴露了资本主义

时代普遍的矛盾, �这对于一般的文化发展和工人

阶级的将来,可以有相当的价值�。因此, 瞿秋白

说,马克思就喜欢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

亚、狄德罗、菲尔丁、歌德与巴尔扎克等这一条正

确创作方法论线上的作家; 其次是稍差一等的现

实主义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

盖斯凯尔等,马克思也是赞赏的。

当然,恩格斯特别对巴尔扎克表示了高度的

兴趣与赞赏,揭示他的长处以作为文学创作的榜

样,并充分评估了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的巨大

贡献与崇高地位。1888 年 4月恩格斯在答复英

国社会民主主义联盟运动的哈克纳斯女士的信中

专门对巴尔扎克作了科学的论述。哈克纳斯寄给

恩格斯一本她的小说�城市姑娘�征求意见, 恩格

斯在信中除了对�城市姑娘�作了艺术论上的分析

与批评之外,特地引出了巴尔扎克在文学创作上

的榜样作用,并就文学理论及创作一系列问题发

表了闪耀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光芒的论述。这篇

文章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经典文本。瞿秋

白除了原典的正确翻译, 还专门为这个论题作了

一篇他自己的 �撰述� �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
人 � � � 女作家哈克纳斯�。恩格斯指出,哈克纳斯

对工人阶级问题的观点属于� 小资产阶级自然主

义�的范畴, 其创作也是小资产阶级的, 但她的现

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

也是有益处的,因而恩格斯认为哈克纳斯是 19世

纪 8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 同路人�。因为创作

方法有正确的一面,对工人阶级便有一定的功劳。

但瞿秋白强调了�同路人�这个特别字眼的意义,

他说: �恩格斯对于文学上的�同路人� 的态度是很

值得注意的。�也许印象留得特别深, 瞿秋白后来

在福建被捕受审讯被问到与鲁迅的关系时, 也用

了文学的�同路人�这样的提法。但是�同路人�这

个概念从 193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 50年代在

胡 � 明: 经典的当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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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主义,有的脱了党,有的变成最极端的机会主义

的右派。爱伦斯德虽然没有脱党, 但成了党内�动

摇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当时社会民
主党内�青年派�的理论家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的动

摇分子,满身沾着极左的取消主义的色彩,极端的

一个叫兰道尔。爱伦斯德实际上与兰道尔一个鼻

孔出气。他们政治上主张取消政治斗争,艺术上

主张取消艺术的斗争属性,宣传�纯艺术�,超出于
利害关系之外, 他们主张严格的划分艺术与政治

的界限。他们认为革命时期用不着文艺,并宣称: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干艺术的事情。艺术需要

安静,而我们需要斗争。�反对在艺术里羼加斗争

的因素, 故意借艺术的形式去宣传鼓动。因此,

�革命和文学不能并存,社会主义的鼓动与艺术是

互相排斥的�。�对于社会主义运动, 对于为着自

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工人阶级, 文学和艺术是不需

要的,它们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艺术只是社会
发展的机械的反映, 没有所谓自己的任务和目的,

而只是简简单单的现象�。这种极左的取消主义

文艺观还认为: �只有在工人阶级建设好了社会主
义的社会之后, 无产阶级的艺术才有可能重新出

现。�因此兰道尔、爱伦斯德们对易卜生戏剧的社
会观点与进步意义不屑一顾, 甚至还认为他�多管

闲事�。这种取消主义的艺术理论与右倾机会主

义理论的结合, 在恩格斯逝世后实际上成为了第

二国际的美学基础。后来的托洛茨基甚至更有逻

辑的彻底性。�青年派�说:社会主义实现之前不

会有无产阶级的艺术,而托洛茨基说,即是社会主

义实现之后,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因为那时

候已经是无阶级的社会了, 还有什么�无产阶级�
的东西呢! 一切都是全人类的了!

瞿秋白对这一文艺理论的历史运动做了回顾

与批判后的正面表态:

其实, 文学和艺术固然是社会生活的反

映, 但是, 每一个阶级都在运用文艺做阶级斗

争的武器, 有意的或无意的, 要用文艺战线上

的意识斗争去帮助自己为着阶级利益的战

斗。文艺有意的或无意的, 都有自己的阶级

任务和阶级目的。资产阶级需要欺骗群众,

所以他们的文学家, 至少是下意识地要为着

这种客观上的欺骗, 而出来主张各种各式的

�为艺术而艺术���否认艺术的阶级任务和

目的。只有无产阶级不需要任何的原则上的

欺骗和掩饰, 它需要自觉的斗争, 它公开的要

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阶级文艺。这

种阶级文艺, 从地底下的时期, 一直到建设社

会主义的时期, 都能够在思想上意识上赞助

劳动解放的伟大战斗!

瞿秋白这段话反映出来的高度自觉的阶级意识与

文艺主张,贯穿了他全部的文艺工作与文艺斗争,

是其文艺理论最核心的本质部分,而它们实际发

生的影响从�左联�到后来的延安工农兵文学到

1949年之后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的革命文

学,一直坚持并占领着正确文艺理论的源头,产生

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其精神上的力量及其核心的

斗争意识实际上至今仍牢牢地占据着一大批革命

作家的头脑,弥漫散发于他们的作品中,并在新时

期几度成为中国文艺思想理论斗争的聚焦点。

瞿秋白总结恩格斯关于反对机械论与取消主

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纲领时,再一次提到了�同路

人�这个概念。他说, 19世纪 90 年代德国的� 青
年派�和�早期自然主义派�的文学家, �原只是当

时的马克思主义的临时的�同路人.0,而/同路人0

的最终方向目的当然与马克思主义者迥异, 尽管

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0的初期共同走在一条路

上。爱伦斯德后来终于退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

变成了唯美主义的唯心论者, 他后来是所谓新古

典主义派的戏剧创始人, 成了很有名的戏剧家。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成了/温和派0的/法

西斯主义的同路人0,并著书立说论德国唯心论和

马克思主义的/破产0, 当然他还坚认自己/经得起

马克思主义的最低限度智识的考试0,在心里仍把

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坚持机械论的滥调,

他始终未能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0。而巴尔

则走过了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发展的一切阶段,

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结果也走到了

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 似乎不再与马克思主义/吊

膀子0了,变成了纯粹的文艺学理论的阐扬者。不

过,他对于/女性0的/第三性质0的论述, /纯粹的

雌性0的判断意见,似乎为后来思想文化界发生的

/现代0的/女性主义理论0奠下了一块沉重的基

石。我们亦可抄录恩格斯在给爱伦斯德的信中涉

胡  明: 经典的当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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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妇女0话题的一段话: /你一定会更注意些去观

察巴尔先生的-妇女.,他的-妇女.简直没有-历史

发展.的痕迹。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的, 因为

这个皮肤应当是白的或者黑的、黄色的、棕色的,

或者红色的, ) ) ) 所以不会有简单的人的皮肤。

他的头发也是历史的发展的))) 蓬松的或者波纹

的,卷曲的或者笔直的, 黑的、黄的或者淡黄的。

因此妇女不应有简单的人的头发。如果把妇女的

皮肤、头发和一切历史的发展的东西除开之后,那

么,在我们前面的所谓-就是这么样的妇女., 还剩

得什么呢?0恩格斯显然更看重/妇女0/自然界的0

和/历史发展0的两重属性, 并不将/雌性0这个第

三性质纳入视野之内。他还嘲笑了巴尔对/妇女

自然本能0的看重,并用/简简单单0的/猴子0的比

喻来幽默巴尔。

三

瞿秋白用大力气推荐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家还有拉法格与普列汉诺夫。在谈这两位

时,瞿秋白的笔触采用了另一种表述,在爬梳这两

位文艺理论家的理论精华与无产阶级思想成分的

同时,他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尺度进行评判, 有时

批评的口吻甚至是相当严厉的。这倒更像一种马

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在对拉法格与普列汉诺夫

这两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巨大关

系的批评家的批评中, 瞿秋白努力抽绎并细心阐

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论成分与纯粹革

命的正确因子, 而将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毫不犹豫地剔除出去。做出严格裁决的同时又将

之引申到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现实中来,为中国 30

年代初的无产阶级文艺实践与理论探索指出纯正

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相比较而言, 他对拉法格

的赞许远远多于批评, 而对普列汉诺夫则明显是

批评甚至批判的成分多于赞许。关于瞿秋白对普

列汉诺夫的文艺批评的批评以及他自身的文艺思

想与普列汉诺夫的比较研究是一繁重的课题, 牵

涉到哲学世界观、政治立场与对马恩革命实践的

理解态度,更有审美主张、创作方法论与审美理想

诸方面的巨大差异, 不是本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完

成的。这里主要介绍瞿秋白对拉法格文艺批评的

评判与阐述,从某种视角来观察,瞿秋白大抵还是

将拉法格的文艺批评与马恩的文艺批评放在同一

框架进行研讨与评议))) 对普列汉诺夫则是另一

副眼光与口吻。尽管我们历史地来看, 普列汉诺

夫的文艺观与马克思主义是千丝万缕纠缠成一团

的,纯粹从文艺思维的领域而不是从后来政治选

择的依据来区隔普列汉诺夫与马恩文艺思想是相

当费力的一件事。

拉法格有不少文艺学论著, 著名的有5革命前

后的法国言语6、5浪漫主义的根源6、5关于雨果的

传说6以及最出名的5左拉的3金钱46等。瞿秋白

认为拉法格的文艺学著作与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

艺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核心成分极其可贵,他的

确是把文艺批评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他的批评

大半都是很具体的, 抱着一种强硬的阶级不调和

精神, 而且, 他的理论与实际是密切联系的, 正因

为如此,列宁称拉法格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

才能的最深刻的传播者之一0。瞿秋白认为继承

运用拉法格的文艺理论遗产首先要用批判的态度

去研究拉法格的著作, 明白了拉法格的错误所在,

剔除他的机械论、进化论与反历史主义的等等成

分而吸收他的马克思主义成分的积极方面。他认

为拉法格在哲学认识论与唯物史观方面时常离开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而抓住/蒲鲁东东正教派0的

无政府主义长久不肯松手。

瞿秋白认为拉法格的文艺理论思想也是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遗产, 主要有两条: 第一,

拉法格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文艺现实主义者根本不

可能给出一个/现实的完全的景象0,他们手中没

有辩证法的唯物论。这个文学的现实主义也包括

了左拉之类的/自然主义者0, 左拉们企图以自己

的眼光与手段认识与表现历史新阶段 ))) 资本主

义社会的一个历史过程 ))) 表现资产阶级的甚至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活动。但由于进化论的

误解以及创作方法上的错误, 左拉们达不到自己

的目的。尽管他们认识社会的过程以及客观的描

写现实/要算是出众的了0。拉法格批评了现实主

义派与自然主义派的创作方法(所谓/科学理论0

与/客观主义0的写作方法) ,提出要用马克思对付

/现实0的方法,即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来对抗并且

替代他们。拉法格认为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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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深入现象的实质而正确反映现实、反映历

史运动的唯一方法, 尽管他对掌握了这个/唯一方

法0的艺术家的出现仍抱着悲观主义的态度。第

二,拉法格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小说, 是/文学的

最后一个形式, 却并非最高的形式0, 而/最高形

式0的文学,只有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和生产资

料之后方可能产生。瞿秋白认为拉法格的可贵之

处在没有抹杀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

深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 无产阶级的国家将

要存在到/资产阶级完全消灭的时候0。这是拉法

格与第二国际的改良派、修正派对社会历史认识

的根本差异。正是在此认识的前提上, /无产阶级

文学0才获得了历史地诞生的理论依据。而/无产

阶级已经创造了而且还在继续创造着自己的无产

阶级文学0,正是瞿秋白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 当

然在理论上也是一个辉煌前景。在地球六分之一

的地面上,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与生产资料,

并且正在创造着无产阶级文学, 中国的希望也出

露了曙光))) 瞿秋白们正在为这个前景拼命决

斗。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判断, 瞿秋白认为拉法格

的文学批评的遗产值得我们好好地清理与继承。

瞿秋白还在创作方法论上对拉法格关于左拉

的/客观主义0的评论做了发挥, 他说左拉主观上

只想/客观的0描写工人阶级, 然而他的作品(如

5小酒店6)由于根本思想的虚伪和创作方法的不

正确,事实上却变成了对于工人阶级的造谣诬蔑。

这种机械的/照相机主义0不能表现社会生产的真

实现象和一般发展趋势, 脱离了社会现实的/本

质0, 脱离了/全体0。瞿秋白接着说: 有人企图把

艺术上的/真实0和政治上的/正确0对立起来, 以

为政治上有了一定的立场,就不免有/私心0, 就不

能表现真实的现象和真实的人生。瞿秋白批驳了

这种歪曲艺术真理又混淆政治意义的论调,他举

例子用以说理: /一、像巴尔扎克那样, 他虽然是

保王党,他主观上的-一定的政治立场.,随时都渗

入到文艺作品里去, 而他的文艺作品在资产阶级

的现实主义范围以内仍旧能够表现-真实的人

生.; 像高尔基, 他虽然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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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两面的成像里, 列宁认为托尔斯泰卷入这

个巨大的矛盾里面, /绝对地不能够了解工人运动

和它在为着社会主义的斗争里的作用, 也不能够

了解俄国革命0。因此托尔斯泰为俄国社会矛盾

开出的药方是十分可笑的。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

的是/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0的特点。他说: /托尔

斯泰的伟大,是在于他表现着俄国几千百万的农

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期所形成的那些

思想和情绪0,但托尔斯泰/观点的总和0,所谓的

托尔斯泰主义, 特别是他的宗教精神与对恶的无

抵抗,却是十分有害的。这种有害成分毒害了俄

国民众, /使得只有少数的人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

产阶级走0, /而大多数变成那些无原则的无耻的

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俘虏0。托尔斯泰的/精神0、

托尔斯泰的/主义0只能葬送俄国革命和革命的民

众。列宁说事实上俄国革命在许多时候,在许多

场合都是被托尔斯泰的/精神0和/主义0葬送的,

成了革命失败的/极严重的原因0。当然列宁也认

为,摆脱了/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恶0的革命战士

也会历史的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 把俄国革命的

进程推向前进。

列宁在5列 # 尼 # 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6一文

中科学地分析了诞生托尔斯泰的那个时代( 1861

年至 1905 lM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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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间的不宽裕, 瞿秋白没能将这些列宁论托翁

的文章全部翻译出来。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瞿秋白已译出的这两篇应是列宁论托翁最要紧的

文字,最有代表性的意见都集中在里面了。正如

V.亚陀拉茨基所说,列宁总是从无产阶级根本利

益的观点上来观察与思考艺术问题、文学问题以

及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当无产阶级还没有解放

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应当服从阶级

斗争的需要,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与立场来观察

问题。在阶级社会中, 决不会有任何脱离阶级影

响而自由的东西,文艺更是如此。在阶级社会里,

阶级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痕迹印在

一般的艺术上, 部分的说来, 也就印在文学上0。

列宁在 1905年5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6中精辟地

指出,在金钱与权力的阶级社会里, 作家、艺术家

要脱离社会而自由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的著作

家、艺术家、演剧家的自由,只是戴着假面具(或是

虚伪地戴上假面具)去接受钱口袋的分配,去受人

家的收买,受人家的豢养0。当然, /我们社会主义

者暴露这种虚伪,揭穿这种伪造的招牌))) 并不

是要弄出什么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到了

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里方才可能) ,而是为着

要把真正自由的公开的联系着无产阶级的文学,

去和假装着自由的、事实上联系着资产阶级的文

学对立起来0。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着少数富人与

寄生虫,而无产阶级文学服务的则是/几百万、几

千万劳动者,他们是国家的精华, 国家的力量,国

家的将来0,因而才是真正的/自由的文学0。

列宁进一步从阶级的文学论述到党的文学:

/文学应当成为党的0, 他说: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

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 发展这个原则, 而尽

可能的在完全的整个的方式里去实行这个原则。0

列宁认为,党的文学一般不是个人的,而是与无产

阶级的总事业有关, /文学的事情应当成为无产阶

级总事业的一部分, 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社会

民主主义机械的-齿轮和螺丝钉., 这机械是由全

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推动的0。这

种认识与推论便是 30年代苏联文学的总原则,也

是 30年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原则和无产阶级左翼文艺理论的经典信条,

也是我国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艺术上正统意识形

态的框架,它的核心支柱就是阶级与阶级斗争, 以

及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及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

政。由这个核心支柱派生出的意见即是: /有组织

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注意这工作的全部,

监督这工作的全部。0/问题是在于我们整个的党,

全俄国的整个的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

级,应当认识这个新的任务。0这也正是/党的文

学0的操作原则与活的精神。随着意识形态机械

论成分的加重和蔓延, 在 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操

作原则与活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文艺工作的一套完

整的信条,支配着我们的全部文艺实践。

V.亚陀拉茨基说: /列宁关于文学的这些意

见到现在还完全保存着它的意义。0他当时就指

出,正是由于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表现在社会生

活的一切方面,特别是上层建筑及各个文化领域

的意识形态设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更完美

地履行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 就必须在文学方面

/研究列宁在这方面的所具体应用的方法0。依照

列宁的判断,在无产阶级专政改造时期的历史条

件下,一般的艺术问题尤其是文学问题从来没有

获得过这样重大的意义, 即是说, /在社会生活的

几百年来的基础和方式的伟大的改革条件之下,

文学的作用和意义特别加强了0,文学艺术已成为

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杠杆之一0。整个社

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所谓改造时期、过渡时期)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在政治上推行阶级斗争与

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在文学艺术领域全面推行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即是说要在政治文化

与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掘尽资本主义的根苗0。

文学艺术与武装枪炮一样承担着、执行着无产阶

级的政治路线。这已是中国 1950年代至 1960年

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文艺路线的正确表

述与执行实践了。尽管这个思维的诞生蕴含了正

义斗争的哲学,但它的推行已经充满了严酷的刀

光剑影, 变成了火药味浓重的/左0的教条。实际

上在苏联 1930年代至 194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时

期,特别是中国 1950年代至 70年代,这个列宁主

义牌号的文艺政策与文艺路线,在愈来愈左倾幼

稚的思想路线的推波助澜之下,在执行上产生了

极大的偏差,无产阶级文艺在中国走到了/左0的

极端。追溯源头, 在 V.亚陀拉茨基的这篇/注解0

胡  明: 经典的当时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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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宁文章朝/左0的方向的发挥与阐释,落实在

瞿秋白的翻译立场以及他 1930年代初期对 V.亚

陀拉茨基/注解0的阐释与发挥的再深进一层的演

绎与宣传,尽管瞿秋白没有就列宁的文章写过专

文,但他的翻译已经客观上指导了中国左翼文艺

思想的走向,并积淀为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 在二

三十年后的新中国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声威

和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点显然是 V. 亚陀

拉茨基与瞿秋白当初始料未及的。

瞿秋白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经典的传播者与宣传家。今天我们重

读 70余年前瞿秋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译介

与诠释的文字, 重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

的传播史,仍有强烈的哲学理性震撼力与深切的

历史意识形态生命力。经典重读, 领悟先行者当

时的演绎冲动与传播初衷,思考流行轨迹对于今

天甚至未来的思想价值, 我们不免感慨万千。马

克思主义的文艺见解与文艺思想给中国/五四0后

期左翼的新文艺, 尤其是无产阶级大众文艺产生

过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并深深地扎根在一两代文

艺家的灵魂深处, 转化成无穷无尽的实践能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条重要源泉即是从瞿秋白的

文字中流淌而来,并汇成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思想

的滔滔干流,其中一些过激的成分也深深地在中

国革命历史与革命文艺的历史上留下沉重的痕

迹,细心地清理这份遗产成为我们今天文艺理论

领域经典继承与扬弃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毛泽

东本人无疑是赞赏瞿秋白文艺思想的, 对他的文

艺工作成绩和文艺类作品也抱有好感,解放之初,

同意瞿秋白 500万字遗稿中的文学类文字全部出

版,而阻止了他的政治类文字的传播 ))) 自有深

意存焉。到了 1960年代,毛泽东完全相信了瞿秋

白5多余的话6铸定的政治结论之后,对瞿秋白断

然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也一笔抹杀了瞿秋白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想中的全部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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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evere coup to his polit ical career in 1931, QU Qiu-bai turned to M ar xist theory

and classical Marx ist tex ts o f art and literature. He conducted a systemat ic comb through M arxist art

and liter ary crit iques, t ranslated most r epresentat iv e w or ks and managed to make authent ic interpreta-

t ions, the first ef fort ev er made in China to elaborate on M arx ist theory of art and liter ature in a compr e-

hensive, systemat ic and authent ic manner. QU's interpretat ion and ef for ts o f localizat ion w ere met w ith

a new w ave of left-w ing art and liter ar y crit ique in China at the time. T his sinolog icalized framew ork o f

crit ique, part icularly after being integ rated w ith MAO Ze-dong 's view s expressed in his / Speech at the

For 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at Yan'an0, r emained revo lut ionar y and v ig orous t ill the / Cultural Revo lu-

t ion0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QU's theo ry had a profound inf 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

als, even in their historical ref lect ions at the t ime o f so cial t ransformat ion.

Key Words: QU Qiu-bai; Marx ism; art and literary theor y; realism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