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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二） 

二   左翼文学与法共的关系 

 

  法国是否存在左翼文学，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871年，法国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

政权——巴黎公社，涌现出了献身于公社事业的诗人鲍狄埃、女诗人米歇尔[1]和作家瓦莱斯[2]。法

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拉法格，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

比塞（1873-1935）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小说《光明》受到了列宁的赞赏，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

奖的法朗士，还以77岁的高龄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法国共产党。在红色的30年代，进步文学空前繁荣，

阿拉贡和艾吕雅等法共作家，在抵抗运动中成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在战后文坛上，作为法共领导

人之一的加洛蒂发表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法共批评家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被称为新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戈尔德曼提出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都在法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仅从这些最著名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左翼文学在法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与法

共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却没有“左翼文学”这个概念，这种自相矛盾的奇特现

象正是法共本身造成的。 

 

  作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流砥柱，法共理当重视无产阶级文学和左翼文学，

但事实恰恰相反。表面上是因为在1920年7、8月间，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成立以后，计划在

各国建立相应的协会。但是到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法国代表雷蒙·勒菲弗尔（1891-1920）乘船回国时在

北冰洋上遇难，致使法国未能像英国和德国那样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实际原因是在1920年12月，

法共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来以后，以加香[3]为首的老一代社会党人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对苏联

的文艺政策并不亦步亦趋，而是保持着比较独立的姿态。 

 

  巴比塞从1926年4月底开始担任《人道报》的文学主编，是法共在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当

“拉普”在1927年末成立“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要求西方各国建立工人作家队伍，创造本国的无产

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并未执行“拉普”的路线。他在1928年创办了《世界》杂志，在创刊号上就提出

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存在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认为这种文学只有将来才有可能存

在。1930年11月，国际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在哈尔科夫召开，通过了《关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的决议》和《关于<世界>杂志的决议》，把《世界》说成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杂志，革命的无产阶

级的敌人。”[4]因病缺席的巴比塞受到猛烈批判，但法共却允许他发表《作家与革命》（1931）来为

自己辩护，从而使他的威望基本上未受影响。 

 

  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0年任《人道报》文学主编的弗雷维尔[5]所说的那样：“文化革命只

能在政治上夺权之后发生，认为它能产生于夺权之前是一种天真或一种背叛。”[6]在30年代，法共根

据国内外的形势，采取了与党外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进而组成人民阵线以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的策

略。1932年，巴比塞、瓦扬-古久里[7]和弗雷维尔等建立了“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以团结一

切愿意为反法西斯和保卫文化而斗争的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不要求它的成员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在法西斯主义阴影的笼罩下，许多作家在彷徨之中对苏联产



生了希望。例如罗曼·罗兰就发表了《向过去告别》（1931），决心站在苏联一边。向左转的作家大

多对法共怀有戒心，而联合会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加入联合会的作家批评家等知识分子多达

5000余人。法共因此团结了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使他们有了从事共同斗争的统一组织。 

 

  但是以多列士[8]为总书记的法共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而是越来越追随苏联的政

策，对党外的民众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作家小组进行猛烈批判，把凡是不同意党的政策的党员作家统

统开除出党，例如在1927年加入法共的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不赞成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加

缪，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尼赞等。对党外作家则按照他们的政治态度区别对待，例如纪德在

表示信仰共产主义并接近苏联的时候，就被视为左翼的进步作家，而当他反过来揭露和批判苏联的时

候，就理所当然地被斥为右翼的反动作家了。法共对待文学的态度既然只是使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需

要，当然就只能收效于一时，而不可能形成兼容并蓄和影响深远的左翼文学大潮了。 

 

  法共在战后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围绕在它周围的进步力量，即所谓的左翼集团势力非常强大，萨

特就是左翼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本来为法共的执政和左翼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法

共发起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逮捕了三万人，包括一些著名作家在内的许多人被枪决了。其中有些人

是因叛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一些人是被公报私仇，从而造成了运动的扩大化，也使左翼集

团内部产生了分裂。广大民众对此深感疑虑，法共的威望因而随之下降。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抨击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

导致了当年10月份匈牙利事件的爆发。许多在抵抗运动期间加入法共、但是反对苏联出兵干涉匈牙利

的作家，例如韦科尔[9]、瓦扬[10]和鲁瓦[11]等纷纷脱党或被开除，萨特等左翼作家也与法共断绝来

往。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之后，就连法共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加洛蒂也被开除出党了。经过《苏德互

不侵犯条约》、匈牙利事件和苏联入侵捷克，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三批先后脱离了苏联和法共。苏

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更是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左翼势力，法共党员锐减至10万人，已

经从法国解放时的第一大党衰落为一个小党，左翼文学的创作自然也随之一蹶不振了。 

 

  综上所述，可见法国的左翼文学虽然与法共密切相关，却不能仅仅限定为法共领导的文学。左翼

文学的范畴要比法共领导的文学远为广泛，除了法共作家之外，还包括左翼集团作家，与马克思主义

有关的各种批评流派，特别是许多被法共开除的作家。其中有些人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积极

创办《马克思主义杂志》的尼赞，因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党。也有一些人虽然不一

定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作品在特定的时期里很有影响，加缪的反法西斯杰作《鼠疫》，无疑

也应该列入左翼文学的范畴。  

[1]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巴黎公社的女诗人和女英雄，作品有《红石竹花》和《囚徒之

歌》等。 

[2] 于勒·瓦莱斯（1832-1885），法国作家，巴黎公社委员，作品有长篇小说《雅克·万特拉》等。 

 

[3] 马塞尔·加香（1869-1958），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长期担任法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

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与领导抵抗运动。 

[4] 《成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学》，《欧洲》文学月刊，法国联合出版社，1977年3-4月合刊，第187

页。 

[5] 让·弗雷维尔（1898-1971），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0年任《人道报》主编。著有《黑夜在图尔

终止，法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我们时代的见证者》等，1955年参与创立巴黎马克思主义图书馆。 

[6] 让-皮埃尔·贝纳尔：《法国共产党和文学问题，1921-1939》，第1页。 

[7] 保尔·瓦扬-古久里（1892-1937），法国作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人道报》的主编，作品有

小说《童年》等。 

[8]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1920年加入法共，1930起任法共总书记直至去世，曾任政府副总



理，著有《人民的儿子》等。 

[9] 韦科尔（1902-1991），原名让·布吕莱，大战初期参加法共，在巴黎秘密创办了午夜出版社，

1943年化名韦科尔发表了《海的沉默》。 

[10] 罗歇·瓦扬（1907-1965）参加过抵抗运动，1942年加入了法共，在匈牙利事件后脱党，作品有

获龚古尔奖的小说《法律》（1957）等。 

[11] 克洛德·鲁瓦（1915- 1997）是诗人、批评家和小说家，他在1943年抵抗运动期间加入了法共，

匈牙利事件后于1957年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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