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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是在2002年，刘纳即将离开吉林大学，她带的几个博士生需要“再分配”，便和我说，其中的一
个学生不错，最好由我来带，他就是陈红旗。
我和红旗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边喝酒边聊，才知道我们（包括他夫人）竟然是校友，他的硕士导
师又是我的好友逄增玉，硕士论文研究的也是我喜欢的左翼作家，他的家庭、经历、性格、气质以至
名字，都使我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当晚一拍即合，就定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这个研
究题目。
三年后，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本书。
而此时，他已经身兼嘉应学院文学院领导之职，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数项，硕果累累，已然成
为学界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
红旗选择这样一个论题，是有他自己的思考的，这在书中有明确的说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曾经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积极
关注的左翼文学研究边缘化了。
与此同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加强了对极“左”思潮的反思和批判，学界一度将左翼文学视为导致“文
革”发生的重要原因，因而出现了对它的偏见和歧视，左翼文学研究也陷入低谷，一些评论家甚至盖
棺论定左翼文学为半政治化的文学形态，强调其存在恰恰证明了“文学不应该这样写”的道理。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作为一名从乡土民间“突围”出来的研究者，红旗凭着质朴的性格和精神上的
追求，从步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就执著地关注着“左翼文学问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他不相信被诸多文学史作为30年代文学主潮渲染的左翼文学情状，会是
如此“简单”、“芜杂”、“粗糙”和惹人“生厌”，以至于被认为毫无研究价值。
因此，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他自觉选择左翼文学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力图以知识考古的方
式对左翼文学发生过程进行梳理和正本清源，于是就有了这本《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
）》，这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也是近些年来左翼文学研究方面一部难得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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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得是在2002年，刘纳即将离开吉林大学，她带的几个博士生需要“再分配”，便和我说，其中
的一个学生不错，最好由我来带，他就是陈红旗。
我和红旗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边喝酒边聊，才知道我们（包括他夫人）竟然是校友，他的硕士导
师又是我的好友逄增玉，硕士论文研究的也是我喜欢的左翼作家，他的家庭、经历、性格、气质以至
名字，都使我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当晚一拍即合，就定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这个研
究题目。
三年后，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
而此时，他已经身兼嘉应学院文学院领导之职，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数项，硕果累累，已然成
为学界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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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红旗，1974年生，吉林双辽人。
200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
位。
现任教于嘉应学院文学院，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
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数项，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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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第一节 “文学革命
”口号力量的衰竭及其因由第二节 革命文学的酝酿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第二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的主体体验第一节 关于“俄苏体验”第二节 关于“日本体验”第三节 关于
“中国体验”第三章 无产阶级文艺诉求下的团体、刊物与理论、创作第一节 创造社：从《洪水》、
《文化批判》到《思想》第二节 太阳社、我们社和引擎社：从《太阳月刊》、《我们月刊》、《引擎
》到《拓荒者》第三节 “左联”：从《萌芽月刊》、《前哨》到《文学》第四章 鲁迅与“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第一节 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第二节 异中之同：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的论
争第三节 道不相谋：鲁迅与新月社作家的论争第四节 鲁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想的超越性第五
章 中国左翼文学的生成第一节 中国左翼知识界的形成第二节 传统“革命”资源的吸纳与创建无产阶
级文化的诉求第三节 文艺与革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第四节 “文学是宣传”：左翼文学的本
质界定与意识形态泛化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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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充满了对革命话语权的争夺，差不多每个阵营都在争说自身的革命性，即
使在同一阵营内部也是如此。
后期创造社“卷土重来”后也不例外，是时他们最直接的动作就是“收回《洪水》，新创《月刊》，
增编《丛书》”①。
其中，《创造月刊》的创刊②是典型的“大手笔”：建立了争夺革命话语权的“重镇”，推出了“无
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风貌。
《创造月刊》的创办体现了创造社同人对“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成果和大革命时代勃发的民族意识的
直接借助，体现了他们以文艺为媒介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这种介人的表征就是对反抗压迫之类的
素朴信念的认同。
这些信念也是他们再出月刊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一点，郁达夫在《创造月刊》的“卷头语”中说得很
清楚：“（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籍人生于万一。
（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
（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
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③郁达夫的话，还折射出了创造社同人透过社会制度、秩序的障幕而呈现出来的一种对独立的同人
杂志作用的共识：杂志在现代文化事业中的地位在于，可以使现代知识分子摒弃统治阶级构建的意识
形态帷幕，并倚之为阵地来反抗强权，保持思想和人格独立。
所以，《创造月刊》的创刊使郁达夫悲喜交集：悲的是以前受书局老板虐待和同人刊物被停刊的遭遇
，喜的是创造社终于脱离资本家的淫威而独立了。
因此，“创造”之名的延用预示了后期创造社承继和发展《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
以来的“创造”精神的决心和自信，这其中也含有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体认和不满，还包含着对以
往“创造”的青年资源再利用的谋略，因为获得了青年的认可就等于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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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论著是在我2005年5月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不过，就本书的写作准备来说，则肇始于2002年。
当时，我正在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是师从刘纳先生，后来转至陈方竞先生名下，而我的博士论
文就是在陈方师的全力指导下完成的，从框架到各章节的内容都浸透着先生的大量心血。
事后想来，能够在吉林大学师从这两位名家学习，实在是我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大幸。
也是从2005年起，论文中的大部分章节陆续在国内刊物上得以发表，后又于2008年成功申报了广东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青年基金课题，期间曾多次咨询过陈方师、刘纳师和逄增玉师的建议，并进行
了多次修改，终于在2010年完成了。
古语说，“十年磨一剑”，强调的是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
按理说，拙著从酝酿到完成也有近十年之久，应该会比较“精致”吧！
可如今读校样，不但有恍如隔世之叹，而且有冷汗直流之感。
显然，拙著仍不完善，这让我实在有愧于陈方师的期待和高扬。
应该说，选择《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更是一
种自我生命的互证。
说是一种挑战，是因为我师从逢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做的是蒋光慈的革命小说研究。
显然，个案研究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而扩展到“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这个大范畴就很难掌控了。
我们知道，中国左翼文学具有迥异于其他文学形态的精神内质、生命韧力、审美之维和艺术缺陷，它
是在进步作家、革命作家和左翼作家的主体体验和文学诉求的基础上发难的，是在与海派文学、通俗
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等的对话、对抗或交融过程中壮大起来的，是在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和政治独裁下
发展起来的，是在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本课题所牵涉到的问题极多，会关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学、文
化和作家的集体意识、主体体验、个体心态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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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是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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