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立于
!"#$

年的商务印书馆! 是中国第一

家现代出版机构!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

出版机构之一" 本月
%&

日至
%'

日!海内外专家

学者及各界人士将相聚京城!围绕#商务印书馆

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主题进行研讨% 时值商

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本报特约请与

会者之一!中国茅盾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杨

扬教授撰稿!以作纪念"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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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人格#

张元济编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定价'

!!

元

本书系商务印书馆创始

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于
"#$%

年编著!书中记述了程婴"任

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

横和贯高等中国古代八位义

士的故事#他们的境遇不同#

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都

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人格! 藉

由此书# 张元济告诉国人#我

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

的豪杰#他们或重然诺"讲信

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

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

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

就在该年
%

月#$卢沟桥事

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

京相继沦陷#抗日战争全面打

响!无数国人如同本书所提及的

义士#投身烽火硝烟#筑起血肉

长城!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张元济坚信# 只要坚守中华

民族的可贵人格# 民族精神

就在#国家就不会灭亡!

!小说月报"对中国新文学的塑造
!

杨 扬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新
文学领域! 虽与北京的新文化运
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仍保
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以#时事
新报$为例!它一方面探讨社会主
义等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却抱着
商讨而非倡导的态度& 在文学领
域! 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期刊是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

&#&#

年底!茅盾受命执掌#小
说月报$& 由此!#小说月报$由一
个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文学消遣杂
志!蜕变为引领中国新文学潮流的
大型文学杂志!不仅为新文学争得
了最重要的发表作品的平台!而
且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家! 为新
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前的 "小说月

报 #$曾发表鲁迅的第一

篇文言小说"怀旧#

#小说月报$与同时代诸多文
学期刊有所区别! 它不是几个志
同道合的文人自己办刊! 而是商
务印书馆的刊物& 商务印书馆虽
是民营出版企业!但其经营规模'

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追求! 与当时
一般的出版企业有所不同! 很多
人愿意称其为(文化出版机构)&

早在*小说月报$创办之前!

&#'(

年商务印书馆就邀请著名
小说家李伯元主编 *绣像小说$&

可 惜 李 伯 元
&#')

年 便 病 逝 !

&#'%

年 *绣像小说 $停刊 & 直到
&#&'

年 !商务印书馆才创办 *小
说月报$& 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前
的两位主编王蕴章' 恽铁樵!是
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办刊高手&

在这两位主编手里 ! *小说月
报$有着不俗的表现& 鲁迅先生
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是
在恽铁樵主编时 !刊发在 *小说
月报$上的&

&#&#

年 +五四) 运动兴起之
际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人们
不再满足于点点滴滴的改良!而
希望有一个全盘革新的文学激
变&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新人沈
雁冰(茅盾)被商务印书馆物色为
新的主编&

茅盾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

&#&#

年底!(身兼 *小说月报$和
*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找
我!说是*小说月报$明年将用三
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 拟名
为,小说新潮-栏!请我主持这一
栏的实际编辑事务" )

批评家茅盾的 %改

革宣言 &$推进新文学运

动的发展

茅盾接手后的 *小说月报$!

是批评家办刊" 因为茅盾和他的
继任者郑振铎! 在当时都以文学
批评见长! 两人的风格鲜明地烙
在刊物上"

&#*&

年茅盾在*.小说月报/

改革宣言$中!将评论栏目的改进
放在第一条&

&#**

年!茅盾发表
*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

提出*小说月报$的努力方向是推
进新文学的发展% 在创作与翻译
问题上!是两者并举!只有通过翻
译! 才可能吸收国外文学的各种
技法% 与现代的世界文学水准相
比!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需要经过
自然主义的洗礼&

茅盾还计划在
&#**

年的*小
说月报$ 上开设十个方面的栏
目 0一是长篇 '短篇小说创作 %

二是西洋小说史略的介绍 %三
是诗歌 '戏剧创作 %四是文学
研究 % 五是创作现状的讨论 %

六是杂论 % 七是海外文坛消
息 %八是通信 %九是读者反馈 %

十是编辑手记 &

茅盾对接手*小说月报$一年
来的办刊经验总结与新年计划!

都体现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对当时
中国新文学发展状况的判断和看
法&改革版从第一期到第七期!每
期打头的都是文学批评! 创作则
是置于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 从
第八期开始! 文学创作似乎放到
了版面的前列! 实际上还是贯彻
着批评家对当时新文学的某种判
断! 也就是新文学要经过自然主
义写实方法的洗礼! 才能有一个
扎实而牢固的基础&

事实上!早在
&#*'

年茅盾撰
写的+小说新潮)栏发刊宣言中!

他就描绘了欧洲文学演进的基本
轮廓!即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过程&

茅盾头脑中这一欧洲文学的进化
图景! 很可能得自于英美文学史
著作&然而!对照中国新文学的发
展现状! 茅盾对于究竟应向欧洲
文学学习什么仍不清晰&所以!他
有时侧重写实主义! 有时又偏向
新浪漫主义& 但从*小说月报$第
八期开始! 他对自然主义创作方
法的倡导!显得比较明确&这一变
化!与*小说月报$编辑部内部意
见有关&

胡适在
&#*&

年
%

月
**

日的
日记中写道0+我昨日读 *小说月

报 $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 !颇有
点意见 ! 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
事 & 我劝他们要慎重 ! 不可滥
收 & 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 !须有
经验作底子 & 我又劝雁冰不可
滥唱什么 ,新浪漫主义-&现代西
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
脚! 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
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
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
辛兀 1

+,-,./012345617,

2!都是极
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 不
过他们的意境高! 故能免去自然
主义的病境& )胡适的批评意见!

在 *小说月报$

"#8"

年八月号的
编辑后记 +最后一页) 中有了回
音! 编辑认为应该注重写实手法
的学习和运用&

十二月号上! 发表了日本评
论家岛村抱月的 *文艺上的自然
主义$& 在次年

9

月发表的文章
中!茅盾强调自然主义小说在写
实方法上的重要性 !提出 +依自
然派的描写方法 ! 凡写一地一
事 !全以实地观察为准 %莫泊桑
小说中的人物! 多半是实在的!

福楼拜做*萨兰坡$!除多考古籍
而外!并且亲至该地& 可知自然
派的精神并不只在所描写者是实
事!而在实地观察后方描写)&

(下转第二版)

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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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

背景照为鼎盛时期的商务

印书馆(上海宝山路)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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