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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左联”成立后虽然选举产生过多届执委会和常

委会，但却不像现在的社团组织明确地选举领导者

或负责人，而是像夏衍所说左联“实行了集体领导，

它的组织，只有一个执行委员会”①。左联的最高权

力机构是执委会或常委会，但由于其执委会和常委

会没有明确的负责人②，甚至连“召集人”或“牵头人”

都没有，所以这种“集体领导”是有赖于左联的党团

组织才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左联的党团领导

人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委的指示精神，负责发起组织执委会、常委会开

会，传达讨论党的相关方针、政策并制定出左联的相

应的落实计划与行动方案，然后交付左联秘书处具

体实施与执行的。由此可见，左联的党团书记决不

仅“是联系文委与左联常委，起个桥梁作用”③，而是

代表党领导左联的实际领导者，其在左联中的重要

性是不言而喻的。

左联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一个群众性文

艺团体，它不像现在的社团机构可以公开以规范的

档案制度来保存档案材料。特别是左联的党团书

记，当时对外是保密的，由此，了解左联的相关情况，

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当事人的相关回忆。1980年前

后，《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等权威期刊，集中刊发

了一批左联当事人的相关回忆文章或对他们的采访

录，但这些时隔半个世纪左右的当事人的回忆，其中

难免存在一些错漏颠倒，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如果

在使用这些回忆材料时不进行比较、分析和甄别，就

很可能出现错误。这种情况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一些

作家的年谱、传记类的著述中。考证清楚左联党团

书记的具体任职情况，这不仅是个文学史的问题，而

且是从根本上解决和消除相关传记类著作中彼此相

互抵牾混乱记述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当时都有

谁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他们的任职情况是怎样

的？对此，王宏志、姚辛、周国伟、王锡荣等学者或有

涉及，或进行了专门的考论与研究，有些问题已经大

致弄清楚了。但也还有一些问题或是根本没有解

决，或还留有悬念。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辨析，考稽左联党团书

记任职的具体情况，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悬疑问题提

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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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事人回忆的互校与辨正

就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冯雪峰和阳翰笙

在回忆中对此谈得较多也较具体，二人都大致给出

了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人员及相应的任职时

段，虽然所谈的情况不尽相同甚至有抵牾之处，但可

说是大致勾勒出了当时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的

基本概貌。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冯、

阳二人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对左联党团书记任职的

具体情况进行考证、分析和判定的。

1973年8月3日，在接受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

学组教师采访时，冯雪峰对左联党团书记及文委书

记的任职情况回忆说：

左联成立后，内设党组性质的党团，第一任书

记是冯乃超，成员有华汉(阳翰笙)、夏衍、钱杏邨等

人。其时文委书记已由朱镜我担任。到一九三一

年二月……朱镜我叫我去接替左联书记，冯乃超调

任文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祝伯英任文委书

记，冯乃超另调工作(冯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初去了武

汉)。一九三二年我调任文委书记，阳翰笙接左联书

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调中宣部，阳翰笙任文委

书记，一直做到一九三五年初。一九三三年上半年

左联书记仍由阳翰笙兼任，下半年开始才是周扬。

一九三五年二月阳翰笙被捕，周扬接文委书记，兼左

联书记。听说一九三六年间任白戈担任过左联书

记，此事我不大清楚。有人说周立波也当过左联书

记，这不可能。④

此外，在他 1968年所写的“外调材料”中也有不

少对此的回忆。如 1968年 1月 22日回忆说：“1931
年1月和2月间左联柔石等人被捕和被杀时，文委书

记可能是朱镜我，左联党团书记是冯乃超。这事件

后，即在2月间我调去做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调为

文委书记。……1931年下半年文委书记是祝伯英。

1932年文委书记是我。1931年2月后的左联党团书

记是我。32年左联党团书记是阳翰笙。”⑤在冯夏熊

整理的《冯雪峰谈左联》中说：“1930年左联的党团书

记是冯乃超，成员有夏衍、阳翰笙、阿英等。1931年2

月后左联党团书记是冯雪峰，成员有夏衍、阳翰笙、

阿英、彭慧等。1932年左联党团书记是阳翰笙，成员

有夏衍、阿英、彭慧等。1933年左联党团书记是周

扬，成员有夏衍、彭慧。”⑥可以看出，冯雪峰在不同的

时间段对左联时期的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的回

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总体来看，冯雪峰回忆的前半段，即1932年前的

情况大致是可靠的，而后半段的回忆是他调文委、中

宣部、江苏省委工作，甚至是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之

后间接了解的情况，所以与事实有较大的偏差。如

认为阳翰笙之后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是周扬。这之

间起码还隔着钱杏邨和丁玲。钱杏邨回忆说：“一九

三二年在我进入电影界之前，也曾担任过很短一段

左联党团书记。到党的电影小组后，我一度还兼任

左联常委和党团组织成员。”⑦丁玲也回忆说：“一九

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

记，阳翰笙在文委。……一九三二年下半年，钱杏邨

不当党团书记了，左联的党团书记就由我来担任，一

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⑧此外，胡风、阳翰笙

等人也曾忆及丁玲、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情

况。这里丁玲所说的“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接替钱杏

邨任左联党团书记的事我们下面再讨论，但可以确

认的是，钱杏邨与丁玲在阳翰笙之后、周扬之前曾

经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这在冯雪峰的回忆中被

漏掉了。徐懋庸曾回忆说：“一九三四年秋，即在我

卸去《新语林》编辑之后不久，我被选入左联常委

会，担任宣传部长。次年春，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

以后，原来担任左联书记的任白戈去日本，由我接

任书记。”⑨这里徐懋庸所说的“左联书记”，不是左

联的党团书记，而是左联的秘书处书记，有人称秘

书长，有人称行政书记。冯雪峰把听说的任白戈担

任过左联秘书处书记，误认为是左联的党团书记。

且把时间说成是任白戈已经去了日本的1936年。这

显然出现了舛误。

阳翰笙在回忆中也给出了一个曾任左联党团书

记的人员名单与时间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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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一九三○年三月开始，后来他可能调到

中宣部去工作)
冯乃超(为时较短，后来可能调到武汉作别的

工作)
阳翰笙(一九三○年下半年—— 一九三二年下

半年。后调至中央文委和“文总”)
钱杏邨(时间也较短)
冯雪峰

叶林(又名耶林，后来去苏区，在王明路线搞肃

反扩大化时牺牲)
丁玲

周扬(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开始)⑩
阳翰笙提供的版本，把冯雪峰版本中明显遗漏

的钱杏邨、丁玲补充了进来，看上去比较详尽，由此

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如王宏志认为“这名单似乎

较可靠”。姚辛在《左联史》中表示：“先后担任过左

联党团书记的有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冯雪峰、耶

林、丁玲、周扬。”这是一个排除了潘汉年的阳翰笙

版本的照录。其实，阳翰笙提供的版本也存在着明

显的误记与缺憾。其中明显的误记就是把潘汉年误

记为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潘汉年是以文委书记

的身份代表党领导、策划和推动左联成立的，他当时

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不是

像阳翰笙所记的“后来他可能调到中宣部去工作”。

他并不像此后的冯乃超、冯雪峰和阳翰笙等人，是先

任一段左联党团书记后再升任文委书记的。左联时

期与潘汉年熟识的一些当事人如李一氓、冯雪峰、夏

衍、丁玲等，在回忆或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中，都说他

是文委书记，没有人说他曾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反

之，在冯雪峰、夏衍的回忆中都肯定冯乃超是第一任

左联党团书记。如前面提到的冯雪峰的版本中明确

说左联党团“第一任书记是冯乃超”。夏衍也说“左

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是冯乃超同志”。冯乃超在1979
年 11月 21日写给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的函

中也表示：“据冯雪峰的记忆，我是‘左联’第一任党

团书记，这大概是事实，因为筹备‘左联’及‘左联’成

立之后的一年间，我做的工作比较多，华安大厦一次

‘左联’大会，是我主持的。”就以上材料分析，基本

上可以判定阳翰笙把潘汉年列为左联的第一任党团

书记是一种误记。此外，阳翰笙的版本中，除了对他

自己和周扬的任职提供了大致的时间段之外，对其

他人都没有提供任职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

的缺憾。

我们认为，要研究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首

先要把冯雪峰与阳翰笙这两个提供基本信息的重要

当事人的任职情况弄清楚，而二人任职的先后又是

冯、阳两个版本中存在的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判断

冯雪峰与阳翰笙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先后次序，不妨

参考一下当时文委书记与委员的任职情况。据《上

海革命文化大事记》刊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上

海文委系统组织沿革概况及成员名单》列出的文委

书记及成员名单，可知当时文委书记与委员的前后

任职顺序是：1929年 10月至 1931年 2月，文委书记

相继是潘汉年和朱镜我，此间冯乃超是文委委员之

一；1931年2月至1932年1月，文委书记相继是冯乃

超和祝伯英，此间冯雪峰是文委委员之一；1932年1
月至1933年1月，文委书记是冯雪峰，此间阳翰笙是

文委委员之一；1933年 1月阳翰笙接替冯雪峰任文

委书记，此间周扬是文委委员之一。这个名单与冯

雪峰版本提供的文委书记的任职情况基本相符，即

冯雪峰任文委委员和书记都在阳翰笙之前。当时的

“文总”秘书季楚书回忆说：“‘左联’是‘文总’的三大

支柱之一。‘文总’领导机构主要是由‘左联’、‘社联’

和‘剧联’的盟员组成。”文委的组成情况与“文总”

相似，文委委员多是左联或社联的党团书记或执

委。而且一般文委书记也都由这两个社团的党团书

记升任。如社联党团书记朱镜我接任潘汉年做文委

书记，此后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和

周扬都升任了文委书记。因冯雪峰担任文委委员和

文委书记都在阳翰笙之前，由此可以推断他任左联

党团书记也是在阳翰笙之前。

在明确了冯雪峰与阳翰笙的先后任职次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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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可以把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以1932年
1月冯雪峰调任文委书记，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

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考察。前期冯雪峰作为

左联的发起人之一，还特别肩负着党组织与鲁迅的

联系人的重要角色，且在 1931年 2月接替冯乃超担

任左联的党团书记，直至次年1月调任文委书记。而

此后，他相继调任文委书记、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

事、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底又远离上海去

了中央苏区瑞金。所以，冯雪峰提供的左联党团书

记的信息，1932年前是链条清楚大致可靠的，此后则

粗疏简单有诸多遗漏。而阳翰笙自 1932年“一·二

八”事变前后直至1935年2月被捕，此间他相继任左

联党团书记、“文总”党团书记、文委书记。所以这个

时期，阳翰笙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所以阳翰笙提

供的版本，前期可能出现了误记，但后期列出的人员

名单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其缺憾是没有给出每个人

的具体的任职时间。

二、学界不同观点的互校与辨正

就笔者所见，目前对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情况

真正认真做了考释工作的是周国伟和王锡荣。周国

伟比较肯定阳翰笙提供的版本。周国伟考释工作的

目标就是消除阳翰笙版本中存在的误记与缺憾。所

以他在排除了潘汉年是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这一明

显误记之后，重点是要为阳翰笙版本中的人员提供

任职时间与顺序。在采访当事人和分析史料的基础

上，周国伟排出的左联党团书记的任职时间与顺序

为：第一任是冯乃超，任职时间是1930年3月至上半

年结束；第二任是阳翰笙，任职时间是1930年下半年

至1931年2月；第三任是冯雪峰，任职时间是1931年
2月至 1932年 3月；第四任是钱杏邨，任职时间是

1932年 4月至 5月；第五任是耶林，任职时间是 1932
年6月至同年冬；第六任是丁玲，任职时间是1932年
冬至1933年5月；第七任是周扬，任职时间是1933年
5月至 1936年春左联解散。但王锡荣却认为周国

伟考证的版本“有些说法的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

的”。确实，周国伟考证的最大问题就出现在对冯

雪峰与阳翰笙任职先后的判定上。周国伟认为：“第

二任党团书记阳翰笙。他自述于1930年下半年起任

党团书记，这是对的。但下限时间至 1932年下半年

就不对。下限时间约 1931年 2月。这里尚需说明

的，阳和冯所任党团书记的先后问题。我们在京访

问阳翰笙时，特地请教了他。他明确说：‘我任党团

书记时，柔石是党团成员之一，常一起商讨‘左联’工

作。’由此可见，阳翰笙所任党团书记的时间，无疑在

冯雪峰之前。”可以看出，因周国伟是基本认同阳翰

笙提供的版本的，在考论中不自觉地带有为阳版本

做补充说明的思维定式，既想维护阳翰笙版本中阳

先于冯做党团书记的次序，又要顾及冯版本中冯雪

峰1931年任党团书记的说法已经被夏衍、丁玲等在

回忆中做出了有力的佐证的事实，由此，做出阳翰

笙 1930年下半年任党团书记至 1931年 2月由冯雪

峰接替的判断。周国伟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论过分

依赖于阳翰笙的回忆材料，他的论证证据几乎都源

于阳翰笙。阳翰笙“自述于 1930年下半年起任党团

书记”的唯一证据就是忆起任党团书记时曾与党团

成员之一的柔石一起商讨工作。对此，王锡荣认为

“阳翰笙记忆中与柔石一起工作，应该是因为当时

两人都是党团成员而非书记和成员的关系”。笔

者认同王锡荣这一说法。也就是说，1930年下半年

至 1931年 1月，左联的党团书记仍然是冯乃超而不

是阳翰笙。

在冯雪峰任职左联党团书记的下限在什么时间

这个问题上，按文委书记与文委委员的任职情况和

冯雪峰的回忆，应该在 1932年 1月冯雪峰调任文委

书记后即不再做党团书记。但周国伟依据1932年编

的左联内刊《秘书处消息》(第一期)刊载的《秘书处关

于竞赛工作的一封信》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封信附

录了四个竞赛者珰琅(丁玲)、洛扬(冯雪峰)、凌铁(楼
适夷)、原山(叶以群)自己制定的个人工作标准(自三

月十五至四月底)，其中洛扬工作标准中的第7条是：

“负责建立秘书处工作，经常勤快的督促各委会及各

小组的工作。”信末尾标注的时间是 3月 13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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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周国伟认为“1932年 3月，冯还在负责秘书处工

作”。并由此认为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下

限是 1932年 3月。对此，王锡荣质疑说：“至于冯雪

峰在1932年3月的左联竞赛计划中出现并响应丁玲

的挑战，并不代表他的身份。”王锡荣虽然提出了质

疑，但却并没有进一步探讨说明为什么冯雪峰在卸

任左联党团书记升任文委书记后，还要负责左联“秘

书处工作”。1931年5月下旬，冯雪峰请茅盾担任了

左联秘书处书记。但不到半年，茅盾为集中精力创

作《子夜》而提出辞职，但冯雪峰批准茅盾请长假而

不是辞职。既是请假，不好找人替代这个职务，冯雪

峰只好自己亲自来做。

此外，在阳翰笙版本给出的左联党团书记名单

中，排在冯雪峰之后，丁玲之前的是耶林。周国伟专

门就此致函阳翰笙询问。“阳翰笙的秘书黄铭华询问

了翰老后来信说：‘叶林同志任左联党团书记是由阳

翰笙同志亲自安排的。当时翰老任左联党团书记，

因奉命到文委工作，在离左联前，翰老安排叶林同志

为左联党团书记。’”据此，周国伟认为耶林是第五

任左联党团书记，任职时间是 1932年 6月至同年

冬。对此，王锡荣提出质疑并基本予以否定。其一，

他认为左联当事人中只有阳翰笙回忆耶林曾任左联

党团书记，孤证不立；其二，周国伟考证耶林任左联

党团书记的时间是 1932年 6月至同年冬，这和丁玲

的任职时间冲突，且丁玲说她是从钱杏邨手上接任

的；其三，丁玲对耶林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提出过质

疑。由此，王锡荣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说，耶林担任

党团书记的可能性都很小”。在这个问题上，笔者

倾向于周国伟的说法。

首先，阳翰笙对耶林任党团书记不是模糊地提

及，而是多次清楚地记述。他不但在回忆左联的文

章和回复周国伟的函询中提到和肯定，还在专门的

纪念文章中谈道：“叶林是我的老战友。我在‘左联’

担任党团书记时认识他的，我们在一起工作过。后

来，我被调到‘文总’和中共上海局文委工作，中央曾

委派他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考虑到当时左联

党团书记处于秘密状态知情人少的情况，而作为直

接当事人的阳翰笙又对耶林任职的事多次提及，明

确肯定，加之一些当事人的侧面佐证，耶林曾任左联

党团书记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其次，周国伟考证耶林 1932年 6月至同年冬任

左联党团书记，这和丁玲的任职时间并不冲突。丁

玲说她接替钱杏邨任左联党团书记，此说却值得商

榷。丁玲回忆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

钱杏邨任左联的党团书记，阳翰笙在文委。……一

九三二年下半年，钱杏邨不当党团书记了，左联的党

团书记就由我来担任，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

捕。”在这段回忆中，人员更替，时间先后似乎交代

得很清楚，所以王锡荣考察左联党团书记任职时认

为：“一·二八事变后钱杏邨接替阳翰笙。而丁玲

1932年下半年接任基本上无争议。”其实，很可能是

丁玲的记忆有误。阿英回忆他1932年在进入电影界

前曾担任过很短一段左联党团书记。当年大约是四

五月间，明星电影公司希望找几位有点名气的作家

去做公司的剧本顾问。由此，代表中央主管文化工

作的瞿秋白决定派夏衍、阿英和郑伯奇趁此打进电

影界。由阿英的回忆可以断定，他辞去左联党团书

记大致在1932年的六七月间。而丁玲到底是从什么

时间开始任职左联党团书记的呢？冯雪峰 1962年

11月14日接受采访时说：“‘左联’刚成立时，我在学

校工作。年底(指农历，具体日期是 1931年 1月 17
日)五烈士被捕，调我到‘左联’担任党团书记。1932
年下半年我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负责文委工

作。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文委也跟来。1933
年上半年丁玲负责过‘左联’工作。同年下半年起由

周扬负责，文委由阳翰笙负责。”这次采访中冯雪峰

明确记述丁玲负责左联工作是在1933年上半年。11
年以后在接受中山大学教师采访时则没有提丁玲任

左联党团书记，而是说：“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左联书

记仍由阳翰笙兼任，下半年开始才是周扬。”因冯雪

峰1962年的回忆比1973年的回忆早了11年，可信度

更高。丁玲自己1980年特别写了《一点补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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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三月五日第五版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的经过》一文中，谈到左联党团的情况，有一处与事

实不符，即自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

的这半年时间里，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是我，不是别

人。近日我和阳翰笙同志同住医院，见面时，曾谈到

此事。因为事隔多年，他记不太清楚了。周扬同志

来看望我们时，他说他记得，他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

之后，接替我而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在 1980年 6
月回答李华明等的采访时，丁玲也明确说：“一九三

二年二三月份我入了党，在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

三年初，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这和冯雪峰1962
年回忆的说法一致。所以，丁玲是在 1932年底或

1933年初至 1933年 5月中旬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是

经过当事人三头对案核对过的，是可以确信的。前

面我们知道，钱杏邨大致在 1932年的六七月间不再

任左联党团书记。而丁玲又是在1932年底或第二年

初才任此职，这之间有半年左右的空窗期。阳翰笙

版本中所列的耶林的位置，恰好在钱杏邨与丁玲之

间。所以，耶林的任职时间与丁玲的并不重叠，没有

矛盾。而丁玲说她1932年下半年接替钱杏邨任党团

书记则显然是有误的。对此丁玲是做了“补正”的。

阳翰笙多次明确说他安排耶林做党团书记，而耶林

在 1932年底或次年初离开上海去苏区时，丁玲被安

排担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是合于逻辑的。所以，耶林

是很有可能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的。

夏衍回忆说：“1931年春夏之间，‘文委’和‘左

联’、‘剧联’的人事方面都有了一些变动，冯雪峰任

‘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则因冯乃超调往武汉，

由冯雪峰兼任了一段很短的时期，之后，由阳翰笙担

任；翰笙当了‘文委’书记之后，‘左联’党团书记改由

周扬继任。”王锡荣在质疑周国伟考证的左联党团

书记任职情况的版本时，参照夏衍的这段回忆，同时

又兼顾冯雪峰等人说的1931年初接替冯乃超任党团

书记的说法，提出了他对左联党团书记任职情况的

版本。即“1931年初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不久冯

乃超去武汉，冯雪峰接任文委书记，仍兼左联党团书

记，下半年阳翰笙接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冯

雪峰转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主管文委，阳翰笙

接任文委书记，钱杏邨接替阳翰笙任左联书记，不久

由丁玲接替钱杏邨”。王锡荣提出的这个版本也值

得商榷。

其一，表述不太严谨，时间节点不够明确。冯乃

超是 1931年 3月，因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遭

受严重破坏，被调去从事恢复编辑工作。直到 1932
年3月，才应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岳

父李书城邀请，经潘汉年安排，以“特科”成员身份去

武汉，进入国民党政府机关，任湖北省建设厅帮办秘

书。显然，冯乃超被调去从事恢复编辑《红旗周报》

工作后即卸任了文委书记，而不是因去武汉由冯雪

峰接任文委书记。

其二，王锡荣认为 1931年冯雪峰接替冯乃超任

文委书记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冯雪峰无论是接受采

访，还是写“外调材料”，均明确表示自己是1932年初

接替祝伯英任文委书记的。冯雪峰回忆中具体的时

间点，甚至当时的文委成员都回忆出来了。且回忆

的情况与《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中的《新民主主义

时期中共上海文委系统组织沿革概况及成员名单》

所记述的祝伯英与冯雪峰的任职情况相符。

其三，王锡荣版本所说1931年“下半年阳翰笙接

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说法也值得商榷。“下半年”的时

限很宽。我们已经多次举出冯雪峰明确记述自己

1932年 1月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由阳翰笙接

任。王锡荣自己也说：“有证据表明，1931年 11月

左联的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夏衍说这个决议是“执

委会决定由冯雪峰起草”的。据《懒寻旧梦录》，第

208页；茅盾也回忆冯在鲁迅家谈到写这篇决议的

事，瞿秋白也参加了意见)，那么当时冯应该还在左

联。”这里说的“决议”即左联于 1931年 11月召开

执委会所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

务》的决议。既然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冯雪峰 1931年
11月还肯定做党团书记，冯雪峰自己也多次肯定自

己 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且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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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当年 11月至 12月期间阳翰笙接任了冯雪峰的

党团书记。

其四，王锡荣版本中“1932年2月冯雪峰转任上

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主管文委，阳翰笙接任文委书

记”的说法也值得商榷。按冯雪峰 1968年 5月 30日
写的“外调材料”，他“1930年在左联工作；1931年做

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做文委书记。1933年1月至5
月在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做干事，6月至 11月初在江

苏省委做宣传部长”。按前面提到的他在接受中山

大学教师采访时说：“一九三二年我调任文委书记，

阳翰笙接左联书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调中宣

部，阳翰笙任文委书记。”二者是相符合的。而且，阳

翰笙本人认为任文委书记是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

到一九三五年初”。他所记的“下半年”倘若“下”到

年底，则与冯雪峰说的1933年1月调中宣部，阳翰笙

任文委书记大致相合。由此看来，“1932年2月冯雪

峰转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主管文委，阳翰笙接

任文委书记”的说法是与当事人的回忆及已有的研

究成果相左的。

其五，王锡荣版本中“不久由丁玲接替钱杏邨”

任党团书记的论断，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钱杏邨大

致在1932年6月至7月间辞去左联党团书记，而丁玲

确定开始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是 1932年底或

1933年初，二者有大约半年的间隔。这之间应该还

有人担任此职。阳翰笙自述是在 1930年下半年至

1932年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此后调任文委和

“文总”的书记。可前面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

明，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的党团书记相继是冯乃

超和冯雪峰。冯雪峰多次记述1932年党团书记是阳

翰笙。可是丁玲则记述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

党团书记是钱杏邨，此后是她。钱杏邨的任职也得

到了本人的证实。这样，阳翰笙任左联党团书记的

时间只可能是在冯雪峰与钱杏邨之间。其实，冯雪

峰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接替祝伯英为文委

书记后，左联党团书记即由阳翰笙接任。不久，阳翰

笙又被调到“文总”做党团书记。这样一来，阳翰笙

既负责全面领导“文总”又兼任左联党团书记，二者

兼顾起来可能非常紧张。所以他在四五月间即安排

钱杏邨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六七月间钱杏邨去明

星电影公司后，耶林接任党团书记。耶林年底被派

去苏区后由丁玲接任。丁玲被捕后则由周扬接任。

这期间阳翰笙在冯雪峰 1933年 2月调中宣部后，升

任文委书记并兼“文总”党团书记。直至1935年2月
他被捕。阳翰笙之所以给人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比较

长的印象，是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文总”党团书记

和文委书记总体时间比较长，所以在人们印象中他

领导左联的时间比较长。而他真正担任左联党团书

记的时间并不长。

结论

以上笔者参考当事人的回忆及《上海革命文化

大事记》中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上海文委系统组

织沿革概况及成员名单》等相关研究成果，把左联党

团书记的任职情况以 1932年 1月为界，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来考察，前一个阶段以冯雪峰提供的版本为

蓝本，后一个阶段以阳翰笙提供的版本为蓝本。在

此基础上，推定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成员及任职

时间的简要概况如下：左联党团书记第一任是冯乃

超，任职时间是1930年3月至1931年2月；第二任是

冯雪峰，任职时间是1931年2月至1932年1月；第三

任是阳翰笙，任职时间是 1932年 1月至 1932年四五

月间；第四任是钱杏邨，任职时间是1932年四五月间

至 1932 年六七月间；第五任是耶林，任职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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