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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青野季吉是 1920-1930 年代日本极其活跃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

曾被视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第二斗争期”的指导思想。他以“目的意识论”

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在中国的革命文学发展时期对中国文坛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 

本文通过梳理和归纳青野季吉文论著述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综合采用文本

细读、影响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力求清晰地勾勒出青野季吉文艺思想的

理论来源及其知识构成，分析研究其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国内学

者对青野季吉的研究并不多见，本人尝试在已有的有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

对青野季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给予全面的探讨，以便对深入理解左翼

文艺思想的知识构成及其所蕴含的启发与局限等等奠定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青野季吉；左翼文艺思想；译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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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Aono Suekichi, whose theory was regarded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second 

fight in Japanes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ovement, was an active proletarian literary 

theorist in Japan from 1920s to 1930s. His theory of objective and consciousness had 

extensivel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developing 

period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Aono Suekichi’s works which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their accept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sets out to find out the origin and 

constituents of his literary theory as well as to analyze its propagation and acceptance 

in China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intensive reading, impact study and comparative 

study. For the reason that only a few domestic scholars have studied Aono Suekichi’s 

works, I, referring to the limited studies, attempt to comprehensively discuss the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his works in China. And I also study the constituents of 

left wing literary theory, its implication and limitation so as to lay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Key word: Aono Suekichi；Left-Wing literary thought；translation；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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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  论 

一、青野季吉的生平及著作 

青野季吉（1890-1961），日本著名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家。1890 年 2 月

24 日生于日本新潟县佐渡岛，他的家庭世代经营佐渡岛地方的酿酒业、航运业，

并兼地主，但后由于矿山工人暴动，家业从此衰落。从新潟县立高田师范学校毕

业后，青野季吉曾在小学担任一年左右的教员工作，后来前往东京早稻田大学学

习英文专业，1915 年毕业。同年在《读卖新闻》（よみうりしんぶん）任职，而

后因为抵抗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而辞去职务。1919-1920 年先后于大正日日新闻

社、国际通讯社任翻译与记者。正是在此期间，他接触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社

会主义思想。1922 年青野季吉和市川正一等创办《无产阶级》杂志，1922 年 5

月，在《新潮》杂志发表论文《心灵的灭亡》，迈出了作为文艺批评家的第一步。

同年末加入日本共产党，与平林初之辅、山川均和堺利彦等人结识，然后加入同

人杂志《播种者》并参与编辑工作，连续发表《阶级斗争和艺术运动》、《文艺运

动和工人阶级》、《艺术的革命和革命的艺术》等论文。1923 年，日本共产党遭

到镇压，青野季吉被举报，他便被国际通讯社解雇。 

1924 年 3 月，日本共产党解散后，曾保留了一个叫事务局的机构，来处理

善后事宜，青野季吉就是该局成员。后为重建日本共产党，他和德田球一、佐野

文夫等作为重建工作核心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会

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但回国后他却脱离了重建的日本共产党，从此开始，专门

从事文艺创作与批评工作。 

1924 年《文艺战线》创刊后，他因几乎每期都在刊物上发表文艺性、社会

性评论，从而成为《文艺战线》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在青野季吉的《从事调查的

艺术》（1925 年）、《文艺批评的一个发展的类型》(1925 年)、《自发成长和目的

意识》(1926 年)等论文中，他提出了“科学的调查”、“外在批评”（文学作为社

会现象的批评）、“目的意识论”的文艺理论观点，他的“目的意识”的理论，后

来发展成为藏原惟人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基础。青野季吉对当时日本新兴的无产

阶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创建，完成

了大量先驱性工作。1925 年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成立时，青野参入到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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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事文艺理论创作工作，但因与信奉“福本主义”的中野重治等人发生观点

冲突，翌年 6 月退出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1926 年 11 月改组后的名称）。1927

年 6 月同林房雄、藏原惟人等组成劳农艺术家联盟，同年 11 月联盟分裂，但青

野季吉仍然留在劳农艺术家联盟内部，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目标，支持山川均

派的《文战》杂志。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成立后，他仍然站在与之对立的立场

上。1938 年，青野因参与“人民战线”事件被捕，不久即转变了立场，第二年

被保释出狱，加入到《文学界》杂志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以后，青

野再度从事文艺批评活动，著有《现代文学论》等作品。1946 年，参加日本笔

会的重建工作，表示积极拥护和平。1951 年，就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1952

年，在《社会新闻》就任社长兼总编辑。 

青野季吉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文艺理论影响 大的日本文艺理论批

评家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青野季吉的主要理论著作和论文都被翻

译成中文出版、发表，而译介者也几乎都曾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包括

陈望道、鲁迅、冯宪章、王集丛等等，由此见出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二、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对青野季吉的研究并不多见，按照年代，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1、革命文学期间（1928 年-1937 年）青野季吉的译介和研究 

青野季吉在中国的介绍始自创造社、太阳社的留日成员。他们在日本接触了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学习了马列主义文论之后，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带着日

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回到中国，并运用到中国的革命文学之中。在这一时

期，青野季吉等人的文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量地翻译到中国。其中包

括： 1928 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艺术简论》（陈望道译）。1929 年，南墙书店出

版了《观念形式论》（若俊译）。同年北新书局出版了鲁迅的《壁下译丛》，内收

有青野季吉的《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关于知识阶级》、《现代文学的十大

缺陷》三篇文论。1930 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了《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

里面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同年上海星星书店刊印了《新兴艺术概

论》（王集丛译），收入青野季吉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概论》等。1929 年 9 月，

《乐群月刊》第二卷第九期刊登青野的论文《论日本无产文学理论的展开》（陈

勺水译）。1934 年，在《文史》双月刊创刊号发表《政治与文艺》（张我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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