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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蕴含某种学术企图——在“天津”阅读“北京”，在“北京”观看“天
津”，当然更包括将“京津”视为一体，做综合性论述，不仅作史实考辨，而且作文学／文化批评，
乃至理论建构。
选择“京津”这一“双城记”视角，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更不是一次性的消费行为。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长远的研究计划，为下一代研究者预留了发展空间。
因此，我寄希望于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一辈学者的积极介入与参与。
目前只是一些零星的散论，但十年后必定会成为热门话题，且能出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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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作为学术话题的“京津” 上编平津文坛漫议 另一种“双城记” “平津文坛”漫议 我对京派与海
派问题的疑问 过度阐释：30年代鲁迅与“北方左联”关系辨析 天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间考辨 20世
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文坛现象分析 “东京左联”与“北方左联” “北方左联”与30年代北平中学生文艺
团体 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 “群体心理学”视角中京派的文学活动 中
编平津作家研究 元气淋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读林庚《新文学略说》 “怀废名”与叹知堂—
—周作人与废名1937年之后的 师生情谊之分析 “爱智者”的理性观照——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对儒家的
接受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废名新诗观念的形成与30年代中期北平学院 诗坛
氛围 试论沈从文早期作品的文体演变 《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 卞之琳北平时期诗歌的复杂色
调 现代主义地图中的北平与中国——30年代北平的现代主义诗歌 胡风的“现实主义”观与“五四”新
文学的精神——关于胡风的《林语堂论——对于他的 发展的一个眺望》 下编平津报刊研究 《文学杂
志》与中国现代诗学 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引导中国文艺界——朱光潜主编天津《民国日报·文艺》
《大公报·文艺》与京派的书评 一场关于新诗格律的试验与讨论——梁宗岱与《大公报·文艺·诗特
刊》 《骆驼草》：京派文学批评的时空维度 射入现代文学的一束灵光——论《益世报》与基督教文
学 舞场与战场 ——对天津《华北新报》禁舞言论的考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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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并强调“天津左联”和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间存在隶属关系： 一些回忆录说天津左
联与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没有隶属关系。
事实正好相反，上引中国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第5条就是明
证，左联派冯润璋去检查天津左联的工作，也是有力的旁证：不是上下级关系，如何能派人去检查工
作？
 三、1930年成立左联小组，1932年正式成立说。
 此说见于1991年出版的《中共天津党史大事记》： （1930年）12月9日 在全国和北平左翼文化运动影
响下，天津学校中部分进步青年也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小组。
 （1932年7月）本月 根据河北省委紧急通告要求，中共天津市委发动各校学生和文化工作者，广泛开
展声援保定二师学生斗争的活动。
同日，天津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正式成立。
 保定二师的护校斗争发生在1932年的6、7月间，二师学生遭到屠杀是在1932年的7月6日，但文中的“
同日”却难以断定是哪一天。
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在《左翼文化运动在天津》的章节里也沿用了此说：“1930
年12月，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小组成立。
1932年夏，天津左翼作家联盟、天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天津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
” “天津左联”成立于1932年的说法在多位天津左联盟员那里都得到了印证，似乎不容置疑，但姚辛
却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1930年说。
不过，比照《左联词典》和《左联史》两书中的描述，不难发现后者对1930年12月成立的说法有所动
摇，但仍断定1932年成立的说法是错误的，并强调“天津左联”与上海“左联”之间的隶属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变化。
《左联词典》中的描述有前后不能衔接之处。
前一部分“天津左联”是行动主体，介绍盟员组成后则说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设有“以读书会
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并介绍这些小组“开展政治活动，阅读进步书刊”的情况，主体显然换成了
“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
那么，“以读书会名义组织的左联小组”就是吴砚农发起成立的盟员包括王士钟等人的天津左联吗？
其中显然有疏漏之处，因此在《左联史》中作者变换了说法：“天津左联是以南开中学‘青联读书会
’的成员为基础，再加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甲种商业学校以及部分社会人士，青年学生所组成。
”用“⋯⋯为基础，再加⋯⋯所组成”的句式来避免“左联”与“左联”小组之间的脱节，而不再提
及1930年由吴砚农发起成立。
下文又强调南开大学等学校均有“左联”小组或读书会组织，“读书会属左联领导，其中的优秀者常
被吸纳为左联盟员”。
可见，作者试图使他认为1930年就成立的“天津左联”与以青联读书会为基础的“天津左联”相一致
，强调“天津左联”由他们“所组成”或者说“属左联领导”。
因此，1930年所成立的“左联”是否就是以青联读书会为基础成立的左联是问题的关键。
据相关史料记载，天津青联读书会“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南开中学一批进步学生串
联其他学校共同组建的进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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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是博雅文学论丛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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