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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活动相印证。 与谢冰莹分手

后，1933年9月， 顾凤城化名顾

志坚到日本留学 ，1934年秋回

国， 赴福建集美师范学校任国

文教师，1935年夏返回上海。顾

凤城准备赴日前夕， 顾其城因

左倾嫌疑被捕，后保释，一度回

到无锡老家暂避风头。 1935年3

月 ，顾其城主编的 《出版消息 》

终刊。同年秋，他转而为国民党

官办的正中书局编译当代名人

传记丛书， 从此改用顾森千一

名，1936年初也到日本游学。一

心书店1934年上半年出版 《青

年成功之路》时，顾凤城正在国

外， 顾其城只身留在上海出版

界。 一心陆续推出郭文彬编辑

的 《怎样读书 》《修养与服务 》

《我与创作》等书，进入繁荣期，

正值顾凤城返沪后。 郭文彬编

《怎样读书》一书主题是读书经

验，卷末却收入了林语堂《怎样

研究英文》和黄鉴村《怎样学习

日语》两篇不甚相关的文章，后

一篇尤其冷门和突兀。 若编者

本人需要学习外语 ，便显得顺

理成章 。 1936年夏 ，顾凤城受

潘公展提拔 ，出任上海市教育

局第三科编纂股副主任。 昔日

的前进青年摇身一变 ，投靠了

当局。 7月，顾凤城创办并主编

《读书青年 》半月刊 ，仍旧借机

刊登了自己和胞弟的众多作

品 ，甚至利用教育局的权力将

该刊定为上海中学生必读。 11

月 ，他署名顾志坚从日文译出

《俄国社会经济史 》，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 此时顾森千已回到

上海 ，继续在正中书局出版名

人传记 。 1936年10月 ，一心书

店也出版了一本 《福特传 》，署

顾炎编译。 1937年5月，顾森千

编著的 《蒋委员长传 》由读书

青年社出版 ， 潘公展作序 ，宣

传语号称 “一切都根据史实 ，

准确完全 ， 其他珍闻轶事 ，皆

外界从未闻过。 与已出各种委

座传记，完全不同”。 而一心书

店恰在此前推出了颂扬蒋介

石的图书 ，1937年 2月发行由

赵逢吉 、邹任之编选 ，郭文彬

“鉴阅 ”的 《蒋委员长言行集 》，

4月又有赵逢吉编辑的时文集

《我们的领袖 》，颇似顾森千撰

写传记的素材。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 顾氏

兄弟积极宣传抗日， 发表多篇

介绍国际局势和呼吁血战到

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文章。 1937

年6月，准备书局出版沈思编辑

的 《政府抗敌的准备 》，检视国

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诸方面的

现状。 版权页上没有准备书局

的地址和发行人， 只写为永华

书店总经售， 当是永华书店化

用的招牌。 1937年8月，顾氏兄

弟参加了各界抗敌后援会 ，11

月又参加文艺界救亡会。 上海

失守后， 各界抗敌后援会停止

活动，1938年2月， 热心抗战的

青年成立牧羊会，8月改组为救

国青年同盟会， 顾森千为会务

委员，任宣传部副部长。也就在

1937年底到 1938年初这段时

间， 一心书店发行了一系列宣

传抗战的小册子， 列为抗战丛

刊，包括蒋介石的讲话集《和平

奋斗救中国 》，时论集 《中国为

什么抗战 》《抗日方法与前途 》

《抗日前途的透视 》《国际情势

与中国 》 《中国青年与抗日运

动》等。 1938年2月至4月，又陆

续推出 《日本开发华北企图 》

《远东军备现势 》《日本经济往

哪里去 》《英日必战之趋势 》等

日本动态丛书。

1937年1月，注明地址在福

州路281号永华书店内的青年

书店发行了曹达编 《哲学座

谈》，发行人署名严雄涛。 全书

分五个专题 ， 辑录沈志远 、平

心、 艾思奇等十余位左翼作者

的文章，介绍唯物论和辩证法。

3月，一心书店又将此书标题改

为 《通俗哲学讲话 》重新发行 。

鉴于顾氏昆仲此时已转向国民

党立场 ，1937年后用永华店址

出版左翼书籍或是高氏昆仲所

为。 1937年6月，一心书店推出

“万有小丛书 ”系列 ，第一辑共

十册，每本编者署名不同，总署

名文化编译社编行。 1938年12

月， 一心书店将这十册合为一

厚册重新出版， 改名 《知识十

讲 》，署郭文彬编 ，这也是一心

书店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知识

十讲》 各部分全系抄袭拼凑而

成 ，如其中的 《怎样研究政治·

经济学 》综合了田原 （邓初民 ）

《政治学》，波格达诺夫著、施存

统译 《经济科学大纲 》，河上肇

著 、陈豹隐译 《经济学大纲 》三

书开篇部分的内容。 《怎样研究

社会科学》与高氏兄弟的《社会

科学大纲》 一样抄袭自杉山荣

《社会科学概论》前三节。 1930

年，顾凤城曾编著《社会科学问

答 》，在文艺书局出版 ，也是对

杉山荣此书的改写。 《怎样增进

读书效能》 抄自杨贤江在1926

年 《学生杂志 》上发表的 《论读

书法》 和另两篇对相关书籍的

书评。 1931年顾其城化名出版

的《学生读书指导》书中也复述

了杨文。

这一时期一心书店流传最

广的一本书是1938年4月出版，

署名斯诺原著、 郭文彬编译的

《红军四杰》， 封面上又将书名

题写为 《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

士》。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

延安，多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

返回北平后在英文报刊上连续

撰文报道，后结集为《红星照耀

中国 》 （Red Star Over China），

在英国出版。 1937年，斯诺夫人

也访问延安， 撰写过多篇在延

安的见闻和访谈。 《红军四杰》

从斯诺夫妇的报道中截取了描

写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周恩

来四人的部分， 均使用国内已

发表的译文。 如毛泽东部分来

自1937年 《文摘 》杂志连载 ，后

出版单行本的 《毛泽东自传》，

原译者汪衡。 《红军四杰》编者

仅略加改动， 将原文的第一人

称变为第三人称并增添小标

题。 其他三人直接搬用胡愈之

等人合译 ，以 “复社 ”名义出版

的斯诺 《西行漫记》 和韦尔斯

（斯诺夫人笔名）《续西行漫记》

中相应部分。 《红军四杰》出版

不久即被国民党查禁， 后作为

斯诺名著的早期节译本载入史

册。 在这样一本明知会违禁的

书上署 “郭文彬 ”编译 ，也说明

这是个不怕被追究的化名。

此时的顾氏兄弟和高氏兄

弟都留在上海。 1939年3月，中

华书局出版顾凤城译自俄国作

者日译本的 《日本经济地理》，

译文明显参考蹈袭了1937年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同一书 《日本

经济论》（赵南柔译）。 1940年3

月汪精卫政权成立后， 顾氏兄

弟很快投靠。 顾凤城曾出任伪

吴兴县长， 并作为上海代表出

席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顾森千曾任伪松江县长、 上海

市宣传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

后， 煊赫一时的顾氏兄弟均以

汉奸罪被通缉，从此销声匿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进入租

界后， 高尔松高尔柏全家逃离

上海，避居乡下，抗战胜利后又

回沪重开中学生书局和平凡书

局， 仍以福州路281号为店址。

但一心书店和永华书店战后未

再重现。

顾氏兄弟去世较早， 没有

留下对出版生涯的记述， 早已

被世人遗忘。 高氏兄弟和上海

出版界其他人晚年的回忆中均

未提及一心书店或永华书店 。

几种民国上海出版社的名录

（可参见陈昌文整理的“上海近

代出版机构一览表 ”，收入 《都

市 化 进 程 中 的 上 海 出 版 业

1843-1949》） 也都未列入一心

书店和永华书店。抗战末期，在

重庆还曾出现过一个一心书

局，店徽为烛光图案，发行人署

名华立人。 一心书局登记的开

业时间为1942年1月，负责人张

海波（见《民国后期重庆出版机

构一览表》，收入《重庆市志 出

版志（1840-1987）》）。 1945年1

月， 一心书局出版了译自美国

作者的 《修养的经验与学习》，

署郭文彬译， 也是该书局有案

可查的唯一一本书。 除一篇落

款于重庆的译序外， 译文悉数

袭自 1939年上海东方书店发

行 ，施蛰吾 、诸贯一合译的 《怎

样训练你自己》。该书1940年曾

被上海启蒙书店翻印， 译者改

为黄维三， 一心书局的盗版系

根据启蒙书店重排的版本。 是

否此前的上海一心书店有参与

者到了重庆，改头换面经营，或

是书业同行借用一心和郭文彬

之名，目前已不可考。

■

1934 年在日本

作家秋田雨雀家中

合影， 右起： 顾凤

城、杨哲明、秋田雨

雀、王莹、竹内好

顾凤城主编的《读书青年》

一心书店推出

的抗战丛刊之 《国际

情势与中国》

一心书店推出的

日本动态丛书之 《日

本开发华北企图》

一心书店推出的万有小丛书

署名郭文彬编译

的《红军四杰》

《红军四杰 》封面书名

《光芒万丈的中国新战士》

邗 （上接 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