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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记录了巴黎陷落前

后期间普通巴黎人的生活 ，

展现了德军逼近巴黎时大批

巴黎人弃城而去的景象，贝当

政府向德国投降时法国人解

脱感与厌恶感交织的心情 ，

以及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法

国人生活的困苦, 同时详细

描述了占领军的阴谋和暴行。

该书取材于经历过那些

动荡岁月的人们的日记和回

忆，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代表

着多种政治立场和对待社会

的态度。作者还从警方记录、

报纸、广播节目、新闻影片中

收集了很多细节信息。 读者

通过该书可以了解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巴黎人的生活景

象和心理变化。

珍稀史料呈现 1930年代
的生活书店

100 年前， 中国的思想文化

伴随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西式的

衣着、西式的用品、西式的生活方

式成为时代的风尚；西式的教育、

西式的报纸、 西式的书店成为时

代的风向标。而在时代的风潮中，

出版业因为对教育文化独有的承

载、推动作用而备受关注。在雨后

春笋般兴起的各种书店、书局中，

以“合作社”形式为运营管理模式

的生活书店颇为引人注目。

生活书店，1932 年 7 月成立

于《生活》周刊社基础之上，对内

称“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

活书店”。 从生活书店的章程可

知， 其经营管理模式为经营集体

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 在

20 世纪早期的国民党白色恐怖

下， 进行带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

的“合作社”经营管理模式的尝试，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

的事件。 但是由于史料缺乏，对生

活书店的管理架构和议事流程，

以及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过什么问

题、如何解决等疑问，学界和读者

向来知之甚少。近日，随着上海韬

奋纪念馆陆续整理出版馆藏珍稀

文献———生活书店会议记录 ，让

我们得知了生活书店的管理架构

和具体管理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从该书的《前言》得知，上海

韬奋纪念馆馆藏生活书店会议记

录拟分三册出版，《生活书店会议

记录 1933-1937》是第一册，是从

生活书店在沪创立后第一次社员

大会召开起， 至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 生活书店总店迁至汉口的会

议记录，集中记录了生活书店初创

时期在经营管理和日常运行中遇

到的问题和采取的决策，是难得的

出版史和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史料。

翻阅该书收录的 100 多次会

议记录， 发现它所记载的俨然就

是一部近代社会生活的小百科。

它既记载了诸多中国社会发展里

程碑式的大事件， 如中国最早的

民主管理体制的诞生和运行，大

学者鲁迅、 郑振铎等同出版业的

关系，也记录了诸如《文学》月刊

创办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打击、书

店内部在经营问题上产生的意见

分歧等与书店存亡相关的事件及

决策， 更是记载了很多带着浓浓

烟火气的生活细节———在生活书

店做编辑，月收入有多少？月薪之

外， 还有其他福利待遇吗……一

本书，大到可以管窥时代风潮和社

会变迁，小到可以体察烟火人生和

人情冷暖，实属难得。

生活书店的初

创原则

1933年 7月 8日， 生活出版

合作社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邹

韬奋、徐伯昕、毕云程、艾迪逊等

33人出席，大会通过了五项议案。

从会议记录可知， 生活出版合作

社的管理架构设有理事会、 监察

会和人事委员会三个机构， 机构

成员均为依照社章民主选举产

生。 第一次社员大会后，第一次理

事会会议和第一次人事会会议分

别在 7月 10日和 7月 12日召开。

7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次理

事会，讨论了十二项议题。徐伯昕

授命主持估算全社财产， 将 《生

活 》 周刊社结存下来的 2000 元

钱， 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

具等，共折算为 38690 元，按比例

分配给全体职工作为入社的股

金。 合作社在经济上力求公开：

“以社员共同投资， 经营出版事

业，促进文化生产为宗旨，除用在

服务社会事业上的费用外， 所得

赢利归于全体。 ”

7月 12日的人事委员会会议

只讨论了一个议题———给胡愈之

加薪。会议记载，邹韬奋因“本社书

店编译所主任胡愈之先生为编辑

时事问题丛刊等工作加重”，提议

为其酌增月薪。经过讨论，“议决：

自本月起改支二百元”。

1930 年代，胡愈之为商务印

书馆《东方杂志》编辑，1931 年 10

月之后，应邹韬奋之请为《生活》

周刊特约撰述时事问题。 1932 年

“一·二八事变”后，因日军狂轰滥

炸，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损失

惨重，《东方杂志》暂停，胡愈之转

与邹韬奋一起创办 《生活日报》。

1932 年 6 月起，因为《生活》周刊

“紧跟时局”“注意于社会的问题

和政治的问题”，已经被国民党当

局禁止邮寄， 随时有被查封的危

险，有鉴于此，胡愈之建议成立生

活书店，将《生活》周刊作为书店

业务的一部分， 以备周刊被查封

后， 书店还能以其他形式继续存

在并支撑出版其他刊物。 书店筹

备过程中， 胡愈之又与邹韬奋一

起拟定社章；书店成立，胡愈之任

编译所主任。可见，胡愈之对生活

书店颇有创建之功。 胡愈之以编

译所主任的职位享受月薪 200

元， 这也成了日后书店规定岗位

薪酬的参考标准。

1936 新年茶话

会事件

1936 年初，生活出版合作社

理事会在接到50余名社员要贡献

意见的联名书后，于 1 月 12 日举

行了新年茶话会。 但是出乎意料

的是，在茶话会上，陈锡麟、杜国

钧、 孙梦旦等人突然向理事会主

席毕云程提出质问： 杜国钧要求

毕云程报告各部分的工作情况；

陈锡麟等提议减少文学编辑费或

停支稿费，或者停刊文学书刊。

陈锡麟等把矛头直指文学编

辑和文学类书刊， 背后是因为文

学类书刊发行量直线下跌给生活

书店带来的现实生存压力。 自生

活书店成立， 其创办的文学杂志

势头强劲，尤其《文学》月刊的发

行量 ， 到 1933 年 8 月即超过

12000 册。 发行量的激增，导致编

辑力量投入的加大， 生活书店会

议记录显示， 编辑的月薪由原来

的 150 元调整到 240 元； 又扩大

编辑规模， 邀请傅东华为编辑校

阅文学丛书， 月薪 100 元。 同时

《太白》《世界文库》的发行量也迅

速飙升， 生活书店对文学类书刊

的编辑投入和稿费支出的占比也

逐步增加。但 1933 年底因《生活》

周刊被查封，《文学》 月刊也受到

了极大冲击，1934 年的前三期都

不能按时出版， 直接影响到生活

书店此后的经营业绩。 文学书刊

编辑人员多、月薪优，稿费支出庞

大， 而发行量却因白色恐怖的大

环境而迟迟未见起色 ， 这就是

1936 新年茶话会上陈锡麟等贸

然提出减少文学编辑费或停支稿

费或停刊文学书刊的背景。

三天后， 在生活书店召开的

理事会上， 毕云程针对新年茶话

会事件作了说明。他指出：“此次陈

先生等最大错误， 在于事前未与

邹先生、徐先生接洽，而突然提出

严重质问，使本人猝不及防，又不

能对众说明真相。 万一此项消息

流露出去， 引起各刊物编辑人恶

感，或是因感到办事棘手而辞职，

尤足以使本设业务大受影响。 ”

（下转第二版）

■贾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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