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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相比!礼拜六"在栏目和内
容方面大力刷新# 如!民权素"

有艺林 $游记 $诗话 $说海 $谈
丛$谐薮$灜闻$剧趣等栏目%具
诗文综艺性质% 基本上是文士
们自我表现的园地# 王钝根主
办的 !游戏杂志 "已加强趣味 %

栏目设置与!民权素"相似# !礼
拜六"则以短篇小说为主%创作
与翻译并重%有文言也有白话%

且价格便宜% 每册一毛钱%!民
权素" 每册要卖到五毛# 因此
!礼拜六" 一开张便轰动一时%

销数据说达
!

万以上#

对于民初新媒体来说 %王
钝根的!出版赘言"是一篇重要
文献# 它突破了&文以载道'的
传统观念% 意味着知识分子自
动放下身段使文学走向市民大
众%此即为&通俗'之正解%同时
与政治脱钩% 能凸显文学自身
的特性#我们知道%自晚清梁启
超到五四一代无不强调通俗 %

却把大众看作落后的$ 有待改
造的% 因此力图把观点或思想
强加在他们身上# 王钝根则明

确其服务对象% 以劝说的口吻
推销 !礼拜六 "%把作者与读者
看作是平等的$合作的关系#他
说读小说比其他娱乐更有趣 %

诉诸大众的趣味和休闲 %也是
在提倡一种阅读的生活方式 %

其实在纪念 &五九国耻 '或宣
扬 &纯洁高尚 '的爱情等方面
都显出 !礼拜六 "的政治与道
德倾向#

民初的杂志新潮形成竞争
态势%优胜劣败%其中读者起了
关键作用# 其时南社同人纷纷
创办文艺杂志%胡寄尘的!香艳
小品 "!白相朋友 "% 姚鹓雏的
!七襄 "!春声 "等 %撰稿者柳亚
子$叶楚伧等都是南社名士%但
这些杂志寿命都不长% 多半与
主打诗文有关# 当然一份杂志
的存亡取决于多种因素% 除了
内容 $资金 $读者之外 %也与作
者群等有关杂志自身的建制有
关# !礼拜六"出满一百期而止%

内容上紧贴都市日常生活固不
消说% 对于通俗文学新媒体的
自身建设也起了标杆作用# 例
如从出版之始就明确规定稿酬
等级与刊登广告的收费标准 %

在发行过程中不断维护著作权
与公平竞争%一直刊登!敬告抄
袭家" 之文指斥抄袭家为 &蟊
贼 '% 并鼓励读者揭发公之于
众 %或发表 !抄袭家 "之类的小
说加以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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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钝根还
想方设法为杂志自身品牌打广
告% 如不断登刊名流或读者对
!礼拜六 "的诗词品题 %较为别
致的是通过小说 %如 !杀脱头 "

说作者早晨醒来% 听到街上传
来阵阵怪声 * &杀脱头 + 杀脱
头++快来看杀脱头+++ '接着他
妻子进房%也在这么喊%怀里揣
着一样东西% 掉到他面前的原
来是新出刊的!礼拜六"% 于是
作者大呼*&钝根作祟+'(

#

期)实
际 上 作 者 利 用 杂 志 英 语
"#$%&'#(

和 &礼拜六 '的谐音写
了这篇滑稽小说%广告中运用悬
念与惊悚在当时是颇为先进的#

!礼拜六"刊登的图像多为
照相 %每期两或三页 %不算多 #

富于意义的是刊登了大量世界
著名作家的照片%从但丁$莎士
比亚$ 伏尔泰到马克,吐温等%

也有女作家# 其中如安徒生乃

第一次为国人所知# 同时也出
现中国作家的相片% 如第一期
上&中国女文豪吕璧城君'与英
国狄更斯的照片% 更明显的是
第

)*

期上刊出 !礼拜六 "编辑
部同人的合影%有王钝根$陈蝶
仙$周瘦鹃$丁悚等

++

人%同期
是法国的莫泊桑和大仲马 $英
国的哈葛德和柯南,道尔的照
片%而且中国作家在前%外国作
家在后# 历史地看%当初梁启超
常常举欧西各国的例子% 说作
小说的都是 &魁儒硕学 '或 &大
政论家'% 借以提高小说地位#

而在 !礼拜六 "同人那里 %通过
与外国同行并列的方式来确定
自己的文学职业与身份% 这跟
该杂志的文学取向是一致的#

新媒体背后的妇女

解放

女性解放是文明程度的标
志% 而民国刚成立则以一记响

亮耳光拉开了妇女解放的大
幕# 由于!临时约法"没有赋予
女子选举权 %女子参政同盟会
的领袖唐群英在南京参议院
当面责问宋教仁 % 且怒掴其
颊# 史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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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认为这事件象征
性地开启了一种 &新型的政
治'# 的确首先是她们带来了新
时期的希望和勇气% 在给参议
院的上书中宣称*&兹幸神州光
复%专制变为共和# 政治革命既
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 欲
弭社会革命之惨剧% 必先求社
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
先求男女之平权 # '(!妇女时

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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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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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要求从 &政治
革命 '转向 &社会革命 '即要求
结束专制和革命而从事和平改
良的建设%这不仅是女性$也是
国民的心声# 女子参政运动步
履艰难% 但男女平权观念深入
人心%如杨尘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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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小说
!新华春梦记 "所描写 %听说袁
世凯要当皇帝%妇女们议论道*

&咱们自从共和以后%虽然莫得
着十二分的大好处% 但是天天
听着人说男女平权$ 男女平等
的话儿% 好像你们那些男子汉
是要把咱们妇女看得重些# 我
们妇女中有那些聪明的% 也就
狠想拼命出头% 求一个独立生
活% 仿佛自己也都不以妾媵之
辈自待了# '(百花洲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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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共和
观念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民初数年间女性报纸杂志
空前繁盛 %如 !女子白话旬报 "

!神州女报 "!妇女时报 "!妇女
杂志 " !中华妇女界 " !女子世
界"!眉语"!莺花杂志"等%有的
直接由女性主编# 妇女参政运
动得到 !妇女时报" 的大力支
持%周瘦鹃的!泰晤士河畔女子
要求参政之怒潮" 一文翻译介
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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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初 由 潘 葛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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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译潘克
斯特)所领导的英国女权运动%

充满激情地说 &今我国隆隆春
雷%亦已发大声于海上# 一般女
子%渐有政治思想%印入脑海之
中'# 因此他把这篇文章介绍过
来%为妇女参政运动摇旗呐喊%

并希望她们要坚持斗争%&非盾
于坚厚之实力不为功% 其毋为
欧西女子所笑也'#

尤其突出的是 !眉语 "杂
志%其开张广告出现在

KB+L

年
++

月
+L

日的!申报"上%由&高
剑华女士 '担任主编 %宣称 &本
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 %锦
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荒唐演
述%闺中游戏%而谲谏微讽 %潜
移默化于消闲之余 %未始无感
化之功也'# 它以 &游戏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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