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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知识和实践的关系，是诸多左翼文化

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追问。长文《我们的自己批

判》通常被视作田汉“左转”的主要标志。不过，

田汉的转向并不能用从浪漫的“波西米亚”文人到

“革命者”的逻辑简单概括。因为这一变化看似急

剧，实则暗含诸多一以贯之的知识和文化脉络。导

致田汉转向的原因分布在不同时期，涉及国内外革

命潮流、文艺界的氛围、田汉的人生际遇，又与各

种革命团体、知识群体等产生过互动［1］。相关研

究已有不少扎实的成果。不过，关于“文学”（田

汉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以及“社

会”（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改造观念）之间的互动

与融合，却较少被论及。在探索田汉这一段早期的

思想之旅前，我们首先需要注意“转向”背后关于

中国文学转型的图景：从新文化运动至 30 年代，

中国文学在内容、风格等方面的转型过程复杂而丰

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社会改

造”到“社会革命”，这些看似断裂的阶段，却内

嵌连续性。

除此之外，这幅图景还包含着另一值得注意的

风景。“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思想对文学题材的

影响有着较清晰的表现，它主要涉及个人自由、家

庭与社会间的关系。但与之相比，一种更隐匿的特

质，则是关于知识人将文学置于社会运动的框架，

透过文学带动社会变革的构想。五四时期，身处东

京的田汉在研读世界文学的同时，亦接触到了社会

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将两者视作独

立的研究范畴，而是尝试寻找它们深入联结的可

能性。

因此，重新考察田汉早期的文学观念如何与社

会想象互动，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不仅有

助于我们回望“五四”思想背后的跨国知识流动和

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传播状况，亦有助于我们反思左

翼文化运动的内在逻辑。社会改造的思想经由田汉

一系列的文学翻译活动，以别样的形式逐渐转化为

一种浪漫与现实倾向相结合的创作观，并影响着他

对未来社会的想象。

一 文学为经，社会为纬：
自然主义与劳动诗学的社会面向

五四时期，田汉关于文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判

断一直未被足够注意，却颇为重要。通过对 19 世

纪至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和文学潮流的考察，田汉

在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中指出：“诗国的大革

命”与诸多社会“革命史”有关。比如文学中的古

典主义（Classicism，田汉受日文影响译作“拟古

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应的关系；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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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田汉这段早期的思想之旅难免还有不成熟之处，但他关于文学和社会改造之间关系

的探索，却在跨文化的对话中勾勒出了公平、民主的新社会图景。这一不太被关注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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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ticism，田汉译作“罗曼主义”）和民主的

流变亦如是。他猜想，文学主潮和社会结构的相互

激荡中，或许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据他判断，自

然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将分别代表文学和社会

的趋势，影响中国的未来［2］。如今观之，田汉的

判断似乎只对了一半，因为中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

家，但自然主义却未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

然而，田汉的看似错判，却甚是关键。原因就

在于这种思想轨迹，实则隐含着早期新文学运动寻

求文学转型时跨越文化及学科藩篱的独特视野。在

社会改造的浪潮中，“新村”、“工读互助”、平民教

育、社会调查等实践不仅渗透到了社会思想领域，

亦曾在文学界引发知识人对早期新文学形态、观

念、走向等问题的思考［3］。如何以文学联动社会？

怎样借助文化重建政治？这是包括田汉在内的知识

人密切关注的。尽管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在 20 年

代逐渐走向分离，但两者早期的融合，却已在新文

化运动以来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中留下了思想遗

产［4］。从这一层面上看，左翼文化运动的发端和

展开依然和“五四”知识界对文学和社会关系探索

的前期积累不无关系。

那么，田汉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变革的思考有着

怎样的思想渊源？首先，“一战”和俄国“十月革

命”的爆发，令田汉想象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

可能性。在他看来，倘若要改变中国，就必须要参

与世界性的社会变革；再者，田汉在“左转”前有

着一段关于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交互研究的经历，

它始于“五四”前后，并大致延续到 20 年代末。

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可思

母俱乐部”等社团影响下，田汉不仅结识了身兼社

会运动家和剧作家的秋田雨雀，还接触到了日本的

劳工运动。

在知识界崇尚“进化”和“创造”观念的文化

语境中，劳动这一古已有之的行为，却以崭新的面

貌进入了田汉等知识人的视野。在日本，荒畑寒

村、贺川丰彦、麻生久、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纷纷表

现出了对“劳动”的关注。平林初之辅的劳动文学

观较具代表性，从他被称为“劳动小说家”和“文

坛私小说家”可以看出，表现社会问题的劳动小

说、无产阶级文学和从自然主义中生成的日本私

小说具有混杂的特质，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边界［5］。

在穆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的《文学的现

代研究》（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中，田

汉读到了相似的观点：诗歌是一种创造文学。这

种创造性还能在劳动者之歌中找到［6］。同时期，

“五四”知识人也在民间征集歌谣，令民间诗歌在

新文学中成为具有活力的资源［7］。负载着新文学

重任的诗人应该成为“创造者”，从这一角度看，

尽管诗人和劳动者看似关注的事物相差甚远，在

“创造”层面上却是相似的。

田汉对文学和社会改造关系的探索，伴随着他

对中国文学如何如自然般“进化”的跨界思考。但

怎样的文学才是具有创造性，并且符合“进化”趋

势的呢？如前所述，田汉认为文学界的变革很可能

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展开。自然主义发端于法国。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这一思潮在欧洲日渐衰

落，却得以在日本传播［8］。在中国，1904 年《大

陆》刊发的《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中，已出现

关于自然主义的介绍［9］。1911 年出版的《普通百

科新大辞典》指出，自然主义是“直接描写人生自

然真相”的写作方法［10］。但是，倘若我们将这种

思潮的传播局限于创作方法的范畴，便会错失它在

“五四”时期丰富的社会意涵。

知识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是产生自

然主义等文艺思潮的主要原因［11］。也因此，文学

范畴的自然主义在传播中被赋予了科学、进步色

彩。鲁迅曾翻译片山孤村的《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

巧》［12］；茅盾也曾以《小说月报》为载体提倡过

自然主义［13］；而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译

者陈望道也翻译过自然主义文论。田汉对自然主义

的兴趣始于日本，彼时，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

德田秋声等人成为了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14］。

有留法背景的永井荷风曾效仿左拉，创作了《地狱

之花》等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15］。在日本诸

多相关的讨论中，日本新剧运动的先驱——岛村抱

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曾详细介绍自然主

义在欧洲及日本的概况。晓风（陈望道）在 1921
年将此文译出，刊于《小说月报》，是五四时期较

早对自然主义进行系统介绍的译文之一。

岛村此文也引起了田汉的注意，1920 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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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就已译介文中的主要观点，并以此建立起对自然

主义的初步认识。岛村认为，文学可以在心理学、

生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他主张文学应是一种真实

的告白，作家可以书写肉欲和大胆忏悔，摒弃一切

虚假和矫饰［16］。田汉通过对岛村的阅读，了解到

自然主义在日本之所以崭露头角，源自文学对事物

内在的本性的书写；而厨川白村关于自然主义文学

特质的论述，则向田汉提供了更具体的创作方法，

并引发他思考创作背后的社会动因。据厨川白村

分析，“科学的制作方法”是自然主义的首要特质，

关于这点，田汉曾有颇详细的引述。他指出所谓自

然主义“科学的制作”都与描写有关。比如，作家

需要像科学家般冷静观察人和社会，既可结合生理

学知识描写人的疾病，又可延伸至书写现代社会的

阴暗面［17］。此外，厨川还在《苦闷的象征》中视

自然主义为社会改造运动的先驱，这很可能影响了

田汉对自然主义社会功能的理解。

 二 从“自然”到“社会”：
自然主义的跨文化阐释

在关于自然主义思潮的早期探索阶段，田汉对

岛村抱月和厨川白村的自然主义观念皆奉为研习的

对象。他认为自然主义对人和社会观察的方法体

现了未来文学的走向：其一，是捕捉自然的真；其

二，用自然的方法观察社会。这明显带有日本自然

主义的印记。然而，在日本自然主义的知识脉络

中，却也存在内部差异。尽管岛村关于自然主义的

主张和法国自然主义一样有着社会的关照，但同

时，他亦发现了法国自然主义极端化的局限。在

《被束缚的文艺》中，他认为尽管法国自然主义开

创了伟大的时代，但用自然的本真状态描写自然的

方法过分受制于知识，反而逐渐走向极端；他所倡

导的，是令自然主义回归不加粉饰的情感本原［18］。

而对厨川白村来说，日本自然主义也应被修正。他

既反对左拉极端的自然主义描写论，又反对日本自

然主义的平面描写论，认为浮于表面的描写不能成

为“生命的艺术”打动人心［19］。

五四时期，田汉试图在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思

考自然主义的作用。自然主义与诸多文学潮流有关

联，其中，它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有助

于我们重新理解田汉认识自然主义的视角。19 世

纪时，自然主义文学的流变伴随着对浪漫主义的批

判和对抗［20］。尽管如此，田汉看待浪漫主义、自

然主义二者关系时并未以“新潮代替旧潮”的逻辑

简单概括。他注意到浪漫主义一方面将艺术平民

化，另一方面又使艺术返于自然；它不仅刺激了

文艺的诸多变化，还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等社会变

革［21］。在他看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只是不同

时代的文学主潮，在不同时代，分别承载了各自的

社会角色而已。

另外，田汉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观念存在一

定的混同性。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文学史中是有

所区分的，但两者在五四时期却常被混用。从巴尔

扎克到左拉，细节描写所呈现的环境，能够定位人

物的阶层和社会差异［22］。从这一层面看，自然主

义、现实主义二者的确有一脉相承之处。在发轫之

初，法国自然主义被视作现实主义的延伸或现实主

义的高峰。左拉有意混同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正

是基于文学运动的考量。因为由亚里士多德摹仿说

奠定的写实传统曾长期占据西方文学的主导地位。

左拉援引传统资源为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辩护正是基

于这样的考虑［23］。岛村抱月既看到了自然主义和

现实主义的亲缘关系，但也主张将自然主义的定义

还原到描写自然之真。而这一变化，正是法国自然

主义经过翻译，在日本重新产生变异的特色。

从自然主义的传播系谱观之，法国自然主义

在传播到日本后已经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日本长

期混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界限［24］。这很可

能是田汉混淆两者的主因之一。岛村认为：“自然

主义重在写真（Truth），真的一语是自然主义底

生命。”［25］依岛村的解释，“写真”包括书写“社

会问题、个人解放或根本的道德问题”等，其中，

“社会问题”指的是“饮酒、色欲、贫困等如何导

致堕落和死亡”［26］。不过，田汉似乎并未将岛村

的理念付诸于实践。具体而言，他将自然主义视作

现实主义脉络中的产物，但没有按照岛村对日本自

然主义作品中“社会问题”定义的指导进行创作。

尽管如此，这一认识的过程却提示了，田汉已

将自然主义、劳动问题这两者看似联系不多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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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了起来。五四前后，中国工业有所发展，产

业劳动者迅速增长，劳动也成为了知识界关注的问

题［27］。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刊于《新青年》

“劳动节纪念号”上，引发知识界关注［28］。不过，

田汉指出，尽管“劳工神圣”成了流行语，但人们

却未必认识劳动者疾苦的根源［29］。可见，他已意

识到诸多相关的讨论还浮于表面。

田汉意识到劳动本应是自然的法则，这与左拉

的初衷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左拉曾在演讲中谈到科

学、劳动和人生的关系，指出科学揭示的是真理，

而要想触及真理则需要自我克制。人类的生命没有

其他存在的理由，人生来就是需要劳作［30］。他将

人类的劳作视为重要的自然法则，但也透着些许感

伤。然而，田汉对此的解释却更乐观。他认为，左

拉所谓“社会各员都负担他那相当的工作的，健全

而伟大的社会，不就是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所

理想的社会吗？” ［31］。由此，从法国的左拉到身处

东京、面向中国写作的田汉，“劳动”一词得以生

成了新的意义：它  不仅关乎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关

乎如何兼顾群体的追求；它不仅是自然运转需要遵

循的环节，更关乎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

那么，田汉又是否一如左拉，视劳动为人类整

体命运中的重要环节？关于这点，田汉的翻译活动

向我们揭示了他的部分观点。在读过社会主义团体

费边社的成员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

《社会主义的民谣与抒情诗》（Ballads and Lyrics of 
Socialism, 1883—1908）后，田汉将其中多首译出。

诗作大多描写的是工业社会对人们身心的双重打

击。在《病新闻记者》（The sick journalist）中，田

汉译道：

不错——我虽然还能够受苦，但是我不能

再用心了，暖炉里没有一点火星。［32］

除了这类诉说知识人内心绝望的诗句，还有一类

带有鼓动意味的作品。如田汉在《等到天亮了》

（“Until the day break…”）译道：

当黑暗之中他们还信仰有太阳一个，看

我们的朝霞如火，便证明了他们的信仰不

错！［33］

尽管田汉翻译的是内斯比特 20 年前的诗作，却依

然感受到了诗人的社会关怀。诗人笔下既有体力

劳动者，又有田汉所谓“劳心劳动者”——知识群

体。这令田汉想到“人类最大的职务在为世界创一

种健全的文明”，但文明不仅是物质生产，它亦关

乎知识群体在“精神生产”中的创造性与批判性角

色［34］。田汉后来在“南国艺术运动”中注重培养

艺术家、倡导独立的艺术教育，或许正是遵循了这

样的信念［35］。而在内斯比特诗歌问世后的几十年

间，“精神生产”和自然科学的边界不断在中国的

文化转型中被逾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创造”？

回溯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社会文化变革，便可

认识到科学曾为人文学科和社会思想带来的新诠

释。正如法布尔《昆虫记》的日文译者大杉荣、椎

名其二曾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追

随者，而鲁迅又是在读过此日译本后，借昆虫批判

彼时的国民性［36］。无论在英文还是法文中，“自然

主义者”通常意味着“自然的研究者”。由此，也

意味着自然主义作家其实和动、植物学家之间建

立起了相似性［37］。在《实验小说论》（Le Roman 

expérimental）中，左拉表露出研究生理学的经历。

而在世界文学的流通中，文学对自然科学的跨文化

阐释，对关注社会改造的田汉有着特殊的意义。

五四前后，日本知识界已出现关于将生物学中

的“利他”“互助”观念引入社会建构的讨论。田

汉在坪内逍遥的《近世文学思潮之源流》中，就读

到了“社会的罗曼主义”是“利他的”，为社会全

体的爱［38］之类的内容。另外，高畠素之的著述也

曾引起包括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39］。

高畠素之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的“克鲁泡特金

相互扶助论”一章中，曾谈到动物的相互扶助，这

成为田汉关于竞争和协同观念的来源之一［40］。田

汉指出，存在互助行为的动物在“智力和体力也必

较其他动物发达些”［41］。利他和互助观念是田汉

理解“道德演化”的重要环节，而这也正是田汉认

为社会主义符合自然法则，能导致社会进入更高阶

段的原因之一。

青 年 田 汉 的 志 向 是 成 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中国崭露头角的易卜生）［42］。易卜生的

《群鬼》曾是田汉带领南国社多次演出的剧目。尽

管易卜生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开拓者，但《群

鬼》同时也是一部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剧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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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它影射了遗传的不幸，但这种遗

传不仅关乎身体，更关乎道德。这种观念亦存在

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学作品中，如西班牙剧

作家何塞·埃切加赖（田译“叶辙嘉宁”，José 

Echegaray）《唐璜之子》（田译《唐长之子》，Son 
of Don Juan）、挪威作家比昂松（田译“皮尔孙”，

Bjørnstjerne Bjørnson）《库尔兹的家产》（田译《克

尔特族之传代》，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等。这

些世界文学作品中关于人性遗传的内容之所以引起

包括田汉等知识人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在 20 世

纪初，遗传问题已受到社会主义者的关注。

不过，诠释遗传却并非田汉等知识人的目标。

如何发现遗传的规律，又怎样制造有利的改变？这

些才是他们更倾向于了解的。日本文学界对此已展

开了讨论，正如永井荷风所言，人的社会行为由生

物本能支配。因此，若要建立理想的人生，科学便

可以成为文学家与旧道德斗争的武器［44］。可见，

以科学映照文学、又从文学进入现实剖析的过程，

恰恰向田汉展现了自然主义对于现实的批判意义。

 三 文学的“人生观”：
社会思潮的跨越性思考

五四时期，田汉十分关注自然主义与劳动问题

相结合的可能性，而两者“跨界”的联合其实在左

拉的作品中早已出现。从《卢贡—马卡尔家族》系

列小说的别名“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

社会史”可见，自然及社会史在左拉的文学观中的

特殊地位。据田汉观察，描写劳动社会的《酒店》

（又译作《小酒店》）和描写矿工的《萌芽》（田译

为《阳春》）“尤以写资本家和劳动家的冲突为主”。

两者之所以特别，在于它们对劳动者生活的“写

实”［45］。由此，劳动也就成为了田汉理解自然主

义的特殊的切入点。与描摹贵族生活的作品相比，

左拉对底层劳动者生活的刻画犹如在黑暗中划出了

一道光。它不仅意味着作家以新的方式书写长期受

冷遇的题材，还关乎作品“为谁而写”的叩问。

虽然田汉并没有因为研究自然主义而创作相似

风格的作品，但这却成为了他联结文学和社会的中

介。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为他拓宽了关于社会主

义的视野。田汉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接触主要始

于 1916 至 1922 年的留日时期。日本早在 19 世纪

末已出现社会主义传播。特别是日俄战争前后，社

会主义思想随着幸德秋水、堺利彦、片山潜等宣扬

的反战思想迅速传播［46］。20 世纪初，福井准造的

《近世社会主义》、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幸德

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社会主义论著已出现中

译本［47］。彼时，知识人认为社会主义有助于推动

有组织的社会改造［48］。这样的图景，对田汉尤有

吸引力。

五四前后，田汉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带有世

界主义倾向的社团等影响下接触了日本劳工运动。

他曾与日本“新人会”的成员一同到工厂发表演

说［49］。在东京“可思母俱乐部”（コスモ俱楽部，

Cosmo-Club），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堺利彦、宫崎

龙介等社会运动家［50］。也正是在那里，田汉首次

读到《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并称之为“劳动者

的《圣经》”。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东亚诸民族知

识人的交流机关，“可思母”意味着“创造无国境

的新世界，新生命”［51］。正是在此时期，田汉接

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社会运动家贺川丰彦

的论著［52］。田汉在试图向《少年中国》的读者勾

勒出“劳动运动”的历史时，译介了贺川丰彦《阶

级斗争史》中勾勒出的世界变革：无论俄国解放

“农奴”，还是美国解放“黑奴”、德国产生“职工

联合”等，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劳工运动和无

产阶级力量的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53］。但是，田

汉却并未止步于此。在了解无产阶级对劳动运动的

作用后，田汉还尝试推之于文学史。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终需要触及劳动

的异化性质，走向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

革命［54］。阶级理论是“五四”知识人解读马克思

主义的主流途径。不过，和单纯的学理分析不同，

田汉却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参照，解读文学

的生产机制。田汉因为英国作家斯麦尔斯（Samuel 
Smiles）在《人生与劳动》（Life and Labour）中的

观点而受到启发：“白屋所产的公卿决不少于钟鸣

鼎食之家”［55］。同时，他还以麦尔斯的分析为基

础，尝试分析包括托尔斯泰（田译“脱尔斯泰”，

Leo Tolstoy）、安德列耶夫（田译“安德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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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田汉对新文学“社会改造”意涵的探索

Leonid Andreyev）等 18 位西方作家的阶层［56］。他

将左拉、易卜生等纳入“劳动阶层”，并试图证明

卓越的作家并不一定有着高贵的出身。

尽管田汉分析的方法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却

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正尝试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的视角看待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学潜能。而除了

从阶级理论对文学史的走向展开考察，田汉关于马

克思主义和文学的跨界阐释还涉及唯物史观。他指

出，马克思唯物史观最核心之处并非“由人的自觉

决定他的生活法”，而是“由社会的生活法决定其

人之自觉”［57］。在他看来，社会环境决定人意识

的“决定论”恰好可以解释左拉的创作方法。左拉

创作的依据是决定论，“其物质的现象和社会的境

遇，全可以科学方法测定之”，因而，这种创作方

法正能体现“纯粹的唯物观的人生观”［58］。也就

是说，在田汉眼中，自然主义已不仅仅是文学思

潮，还是蕴含“人生观”的社会思潮。

不过，文学中“唯物的人生观”这一联想却并

非田汉原创，而是出自他对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

讲》中关于环境细节描写相关内容的引用：

自然派奉唯物的人生观，那么依进化论

“应化”adaptation 的法则，生物对于环境适者

生存，人类无所谓 volitional power（意志力），

只依 extrinsic force（外力）而动。人体的精神

的个性，全由 milieu（环境）造出。［59］

这段由田汉译自厨川白村的话揭示了环境在自然主

义思潮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它也道出了田汉研

究自然主义思潮，以及不断在文学思潮和社会改造

潮流之间寻找共性的意图。正如左拉在《实验小说

论》中所言，自然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描写出决定、

造就人类的环境 ［60］。由此，自然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在田汉心中显现了一致性——两者都强

调科学、唯物，以及试图改变人类社会的境遇。自

然主义作家不仅剖析人物的身体和心理的普遍性，

更强调人物外部环境的书写，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中对社会环境的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从这

种意义上看，文学中也就蕴含着“人生观”，甚至

有可能介入社会改造。

然而，社会改造终需落实到人的改造，否则便

容易成为“空中楼阁”。对此，田汉早期的认识并

不清晰，而是经历了不断反思的过程。厨川白村曾

提醒田汉要注重文学翻译，尤其是自然主义的翻

译。他特别推荐田汉翻译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作品，因为“说日日言社会改造，毕竟是要从个

人改造起”［61］。可能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果

戈里倡导的俄国“自然派”影响，厨川白村将他的

作品纳入到了自然主义的范畴。虽然“个人改造”

的对象包括社会中的个体，但作家更有其特殊的使

命。田汉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席勒的剧作

《强盗》中，体悟到文学中自由的呼声［［62］。但同

时，田汉还注意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其中

的影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风格的形成便与他

“研究法兰西‘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有关［63］。

田汉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过程导致他接触到它们

背后的公有制观念和乌托邦思想，而这或许是他对

“新村”运动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武者小路实笃

的剧作《桃花源》勾勒出了他的“新村”理想。田

汉曾翻译这部呼唤人道主义、反对暴力的剧作［64］。

他早年带领“南国社”自筹资金拍摄的电影《到

民间去》也颇有将“新村”中国化的意味［65］。虽

然《到民间去》的底片已散失，但从田汉撰写的电

影本事中还是能找到用劳动改造世界的“新村”模

型。田汉将青年恋人奔赴的“新村”描绘成依靠劳

动自食其力的“一切平等”之地［66］。在“电影本

事”中，主人公其昌在“新村”开始了筚路蓝缕的

耕造生活：

其昌方锄于野，以健康之体躯，挥巨锄以

向大地，其风貌有类 Millet 的画中人。斯时夕

阳将下，晚风吹人，其昌发微叹后仍工作不

已。［67］

田汉称其昌像“Millet 的画中人”，指的是法国画

家让—弗朗索瓦·米勒《倚锄者》中的人物。画中

农夫的耕作应该是迫于生计，而其昌却不太相同。

尽管有着逃避个人情感的因素，但其昌这一人物更

主要还是映照出包括田汉在内的知识人的想象：通

过对社会成员自身的改造，继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

的。在这一方面，田汉笔下的“新村”环境可以明

显看出日本“新村”模型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中、日新村运动之间却又并非单

纯的模仿关系。首先，“五四”时的“新村”在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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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指的是由日本传播而来的新村主义，广义上则

是泛指未来的理想社会，它有着世界“大同”的传

统渊源。再者，武者小路实笃提倡新村运动的主要

目的是防止暴力革命的出现。日本新村主义没有太

多触动社会制度的强烈意识。与之不同的是，中

国新村主义的实践者却往往以彻底改造社会为己

任［68］。虽然这种走向在田汉的早期思想中表现得

并不明显，但它却在田汉 20 年代后期的文艺思想

中逐渐被转化和显现。

在 20 年代后期，田汉似乎已不再提“新村”。

但由“新村”延续而来的社会改造思路却依然贯

穿于他的实践中。田汉编译《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

主义》的经历，正体现了他对文学作为社会实践

的持续反思［69］。“穆理斯”即英国社会主义运动

的先驱者、唯美主义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70］。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上海》中，

田汉的化身“克翰”正是莫里斯的崇拜者。他秉

持“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念，并对莫里斯在

《来日》（The Day is Coming）中描绘的平等社会很

是向往［71］。

编译《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令田

汉又一次触及“五四”时的劳动问题。田汉在书中

收录了一篇他的译作——《无何有之乡消息》，此

文译述自莫里斯的作品《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故事为中国读者呈现了资本主义工业

化的诸多不良后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

社会主义者对劳动如何导致社会分化的观察［72］。

小说中，阶级、权力和货币制度已消失，劳动不再

是密集的机械生产或谋生手段，而是重返质朴的农

耕和具有艺术性的手工劳作［73］。这种从劳动、艺

术引发的社会变革，何尝不是他在五四时期关于文

学联动社会想象的另一种延续？

或许这就是为何田汉写道：“他（笔者按：莫

里斯）的社会主义都由他爱重艺术，欲使生活艺

术化之宏愿而来。”［74］通过剖析莫里斯成为社会主

义者的原因，田汉重申了他早年关于社会改造的

思考：莫里斯“没有忘记劳动之快乐化，生活美

术化。更由此出发而否定从劳动者夺取快乐，从

生活夺取美的资本主义，而图谋改造社会。”［75］在

此，田汉已发现莫里斯的用意——改造并非仅仅意

味着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它还呼唤着一种贴近

生活、深入民众的文化事业。劳动“艺术化”并非

为民众的精神愉悦而已，它还被想象成解决“异

化”问题的途径。如田汉所言，劳动有可能令资本

主义社会中被束缚的创造力重新释放，激发人心底

“爱近邻、爱乡土之自然的人情”［76］。这种由广大

社会成员内心集结而成的力量，才是莫里斯倍加珍

视的。

田汉对此深受触动，他眼中的莫里斯既是“浪

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77］。这一评价，

也正是田汉作为“舞台诗人”实践“人格就是诗”

的写照［78］。但同时，这也未尝不是他在时代洪流

中的难题。莫里斯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

义自然过渡的，这与苏联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

实践有很大的差异。尽管田汉对带有马克思主义和

浪漫主义双重色彩的《无何有之乡消息》表现出认

同和赞誉，但另一方面，莫里斯的乌托邦“并非对

于产业史之经济分析底结果”，而更像是他的人生

观［79］。因此，田汉在这种乌托邦中找到共鸣的同

时，也可能对其中的适用性有所保留。不过，总体

而言，艺术是莫里斯追求社会改造的潜在动力，与

之相比，田汉何其相似？莫里斯的热忱提醒着田

汉，知识人要将文艺与社会实践同时融入生命，并

成为民众间的沟通者。这一观念令田汉对社会主义

思潮和文艺大众化不断投入关注，并贯穿于他一生

的创作。

结　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文学思潮、自然科

学与社会思潮等不同范畴之间曾产生令人意想不到

的跨越。田汉尝试将“自然”推之于社会规则、文

学发展规律等范畴。他从文学向社会跨越的另一路

径，则是左拉关于使用唯物人生观作为创作指导的

观念。利用文学中关于劳动、社会底层的背景描

写，能够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也就是具有唯

物史观的小说。这些由自然主义、社会主义交互碰

撞的思想火花，令田汉对文学的社会功用及其复杂

性产生了新的认识。

尽管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并未出现对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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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模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力的缺失。反

之，自然主义实则有着一段别样的旅程，犹如“开

过花却未结出硕果的树”［80］。茅盾对自然主义的

辩护和扬弃显示了自然主义的一种本土转化方式。

同时，它还曾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田汉等知识人

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变革的想象。从法国自然主

义的思想脉络观之，左拉以文学联动社会的方法是

试图将小说构建成一种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精神的

领域。但另一方面，文学书写毕竟有着个性化的因

素，因此很难以科学法则为目标［81］。这就是左拉

虽开创了文学新潮，实验小说论却很难延续的原

因。而在日本，从自然主义衍生出的“私小说”流

露出自我告白式的书写，它逐渐偏离了对社会的批

判，成为另一种独特的体裁［82］。

反观田汉，他既试图透过法国自然主义，探索

文学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法则，又从日本自然主义的

潮流中，感受到自然主义对现实悲哀一面的暴露

和文学中“真”的流露。可见，自然主义对田汉的

影响并非只来自法、日、俄等具体国别，而是兼容

并包的世界文学。因此，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重新

考察田汉的翻译活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田汉“左

转”的内在知识动因，继而反思中国文学、世界文

学及社会变革之间复杂而特殊的对话过程。

这一过程中的不同源流，令我们看到“自然”

并未简单转化成田汉对日本自然主义的复制，“劳

动”诗学也没有单纯化作一种对底层民众劳动活动

的描摹。自然主义不再是单纯的文学风格，而更像

是为田汉连通中国文学和社会改造意涵的媒介；它

从不同层面与现实社会秩序的对抗，令田汉在反思

五四新文学的走向时产生了更多样的观察视角。

田汉的翻译和文学活动曾与自然主义、象征主

义、唯美主义、劳工运动、无政府主义、新村运

动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等产生丰富的对话。它正

反映了苏俄道路在中国被认同前，世界性的社会

主义运动在知识人中曾有过别样的传播面貌。田

汉文学追求的多面性，表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

杂之处。他的剧作《灵光》改写自《浮士德》，在

“新浪漫主义”、社会民主等思潮中形成了新的先

锋追求［83］。他常沉醉于唯美主义的感伤情调，却

又难忘知识人的使命。他翻译王尔德具有唯美主

义风格的《莎乐美》，却又在唯美、颓废的情调中

力求表达对既成社会观念的反抗［84］。它们看似浪

漫或颓废，实则将诸多观念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聚

合［85］。“社会改造”观念既曾在田汉所见证的日

本近代剧运动中闪现，又曾在他制作的那些兼具

商业和政治特质的左翼电影中释放［86］。这些文化

脉络的背后，还流动着全球都市文化和世界主义

的传播，为我们探索田汉的思想世界开辟了跨文

化的研究空间［87］。

随着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等一系列社会改造

运动受挫，田汉也像不少知识人一样对“苏俄道

路”产生了兴趣［88］。他坦言：苏俄认为“艺术民

众化”是“酿成无产者间的新势力之基础”。由此，

“俄国新政府对于艺术民众化之努力”便吸引了他

的注意［89］。他围绕文学“社会改造”意涵和“艺

术民众化”的探索在交互中勾勒出了公平、民主的

新社会图景，这最终转化为特殊的思想资源，成为

田汉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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