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瑞民!即顾其城"的#致青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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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名后重新

上市%署名改作&朱光潸'%封面设计也与#信(相近!右"%故

意混淆视听) 朱光潜发现后%撰文#朱光潜给朱光潸***

为+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予以揭露-

%"&'

年
'

月% 开明从

&开明青年丛书.中选出五

十种作为第一辑% 以盒装

形式特价销售- 这五十册

统一更换为蓝色边框的封

面重印%称为/特一版.-朱

光潜的三种作品 0信(0谈

美(0谈文学(也在其中-

方的文化中心! 桂林铁路运输
便利" 印刷条件也较好!

!"#"

年"章锡珊到桂林后"组织编委
会" 恢复出版开明的招牌刊物
#中学生$%此后"开明上海总店
还将一批长销书的纸型运往桂
林"在后方用土纸重印!

!"$%

年
&

月"开明的协理范洗人带领部
分员工到桂林设立 &驻外总办
事处 '"重组董事会 "由范洗人
出任总经理" 并将各地办事处
改称分店 %

%"$$

年
'

月长沙沦
陷"日军旋即进攻衡阳"逼近广
西%桂林疏散后"开明总办事处
迁往重庆% (信$在后方发行的
多种版本" 也记录着开明在抗
战期间的颠沛流离%

%"$%

年
(

月 " 章雪舟主持
的成都分店用

%"#(

年重排纸型
印出了 (信 $ 的 )成都第一
版 ' " 封面主色改为红色 %

"

月" 陆联棠任经理的桂林分店
推出 (信 $ &桂一版 '" 封面
仍用黄色 " 书名改用宋体字 %

%"$%

年
#

月 " 重庆政府公布
(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组织通
则 $" 要求各省市成立图书杂
志审查处" 受中央图书杂志审
查委员会指挥监督 %

'

月 " 原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
式改组为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
处% (信$ &桂一版' 的封底
即印有 &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
处审查证书字第

!!

四号' 的
标记% 这一版本

%"$)

年
%*

月又
重印为 &桂二版 '% 战前成立
的开明长沙分店在

%"#(

年
%%

月
的 &文夕大火' 中毁灭" 次年
迁到衡阳重建 " 直至湘桂撤
退% 刘甫琴主管的衡阳分店也
重印过一些开明的长销书 "

(谈美 $ 曾于
%"$+

年
'

月发行
&湘一版 '" 但 (信 $ 的湘版尚
未发现%

!"$,

年
'

月"范洗人等人议
定成立开明编译所成都办事
处"请叶圣陶担任主任"组织出
版新书%

%*

月" 成都分店重排
(信 $"由叶圣陶亲自校对 !0叶

圣陶集(第
()

卷%江苏教育出版

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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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出
版% 重排本仍称为 &成都第一
版 '"改用传统式标点 "订正了
此前的误植"封面纯蓝色"仅有
叶圣陶的题签% 此前内地重印
的(信 $发行人均写为章锡琛 "

这一版则以&代负发行责者'章
雪舟名义出版% 开明总办事处
迁往重庆后" 还以范洗人名义
发行过 (信$" 如

%"$&

年
-

月的
&内六版'" 用的仍是

%"-(

年上
海纸型"未使用成都重排版%

&内
!

版'与&

!

一版'的命名
似无规律%

%"$%

年
"

月"到江西
建立分店的章锡琛长子章士敏
在赣县印出了 (信$ 的 &内三
版 '"内文纸型和封面均与 &桂
一版'相同%

%"$&

年"章士敏又
在福建崇安建立开明东南办事
处%

%*

月"东南办事处以范洗人
名义发行 (信 $的 &东一版 '"沿
用
%"-(

年纸型" 封面采用新题
签"尚不知何人所题%

%"$'

年初"后方的开明书店
复员回上海"仍由范洗人任总经
理% 简陋的土纸本在战后退出
市场 " 新书重用白报纸印刷 %

(信 $ 回到上海的首个版本于
%"$'

年
.

月发行"除版权页外均
与
/"-(

年版相同" 版次统计为
第二十六版%

%"$(

年
(

月"开明
从&开明青年丛书'中选出五十
种作为第一辑"以盒装形式特价
销售!

!"&'

年
'

月
!'

日0申报(广

告"% 这五十册统一更换为蓝色
边框的封面重印" 称为 &特一
版'%朱光潜的三种作品(信$(谈
美$(谈文学$也在其中%

抗战期间(信$各版的定价
不一"有的未标售价%第二十六
版的定价与 &内六版 '相同 "为
国币一元一角%内战继起"时局
动荡" 物价飞涨" 商家严重亏
损" 只得改按标价的若干倍数
出售%

%"$.

年
&

月"开明把书价
提高到原定价的

-***

倍"

'

月即
涨到

$&**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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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定为每月
初调价 !0叶圣陶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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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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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当时白
报纸尚须进口" 由政府统一拨

给外汇向外商订购后" 按定额
分配给各家报业书业% 配给纸
提货时原按订货时的外汇官价
结汇" 因法币不断贬值而远低
于市价%

%"$.

年
(

月"外汇管理
办法和进出口贸易办法改订 "

购纸以市价汇率结汇" 使书业
成本大大提高" 各家被迫压缩
用纸% 外汇新政无法挽救外储
枯竭和法币的崩溃" 为应对恶
性通胀"政府于

%"$(

年
(

月
%"

日
起发行金圆券" 收兑法币和金
银外汇" 冻结物价" 规定法币
-**

万元折合金圆一元%

%"$(

年
%%

月重印的(信$第三十版定价
因此改为&金圆三角三分'% 金
圆券出台后迅速贬值 "

%%

月当
局又发布修正办法"取消限价"

允许兑换金银外币 %

%"$"

年
-

月"(信$ 发行卅二版时已不再
使用金圆券标价"仅印&一元二
角'"无货币单位% 这一版重排
了纸型"字号小而行距密"正文
仅
"(

页"更正了目录的错误%这
也是(信$在民国上海留下的最
后面貌%

%"&*

年
,

月 " 开明书店主
动申请公私合营 "

'

月应要求
将总管理处迁往北京"

%"&-

年
与共青团中央主办的青年出版
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历
经二十余年浮沉的开明书店从
此退场" 出版过的书籍绝大部
分停版" (信$ 也在其中%

抗
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收
复台湾% 新任台湾公署

教育处处长范寿康系范洗人之
侄"曾任开明书店董事%开明复
员不久"章锡琛离开上海"应范
寿康之邀赴台湾" 管理教育处
新接收的印刷厂% 章锡琛在台
北新建了开明分店" 由章士敏
担任经理% 后章锡琛与章士敏
均返回上海"

%"$(

年
&

月" 刘甫
琴调往台北分店任经理%

%"&*

年
%,

月" 开明台北分店改组为
&台湾开明书店'%

%"$'

年"索非
也接受范寿康邀请来台开办书

店"后辞职转入台湾开明%

%"$"

年后留在大陆的作者无法通过
台湾当局的审查" 出版社翻印
这类书籍时" 通常隐去原作者
或改为其他名字%

%"&(

年"台湾
开明重版了朱光潜的 (文艺心
理学$(谈美$(谈文学$和(我与
文学及其他$ 四种曾在开明出
版的作品"称为&台一版'"著作
者均写作 &台湾开明书店'"未
出现朱光潜之名% (谈美$原由
朱自清作序 " 因朱自清已在
%"$(

年去世" 其序言和姓名得
以保留% (谈文学$中朱光潜的
自序和(我与文学及其他$叶圣
陶所撰序言均被删除" 替换为
新的 &作者小言 '和 &小言 '"实
出自台湾编者之手% 编者甚至
将(我与文学及其他$部分文章
抽去"书名改为(诗论$!朱光潜

原著 0诗论 (在正中书局出版 %

无开明版"%

(信$ 却是朱光潜唯一一本
曾在台湾禁止发行的书%上海开
明书店出版的(信$在

%"&$

年
%%

月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禁"

同时还禁有一个书名写为(给青
年十二封信$的翻印版% 另有一
种题为(写给青年们的信$的翻
版"从页数来看似为(信$与朱光
潜抗战中撰写的另一部谈青年
人生问题的(谈修养$合刊"

%"''

年被查禁% 此外"台北乐天出版
社翻印 (信 $时 "将作者改名朱
潜"

%".-

年也被禁售% 四种版本
遭禁的理由"均是莫须有的&为
共宣传'!/台湾省政府'1台北市

政府1/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编印

0查禁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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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信$

方在台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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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 从
%","

年
-

月结集出
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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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已发行逾
五万册" 在开明书店的销量名
列前茅 "为哲学类之冠 !0开明

书店开业十周年纪念特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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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0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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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底 "朱光潜曾谈到 (信 $*)于今

快到二十年了"这部小册子在我
的十部左右的著作中还是销路
最好的"总共销数大概已在二十
万册以上了+ '

/

0作家及其作品

特辑!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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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0

日

0大公报(!上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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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异常畅
销的一个因素是其篇目被选入
多种教材" 进一步扩大了知名
度" 在学生间一代代流传不息%

开明
%",(

年起推出的&活叶本文
选'便从其中选录多篇"此后夏
丏尊,叶圣陶等合编的(开明国
文讲义$!

-".&

年"和(国文百八
课$!

-".0

2

-".'

年 " 都选用了
(信$的内容+除开明自家外"&商
中世大'四大书局出版的教科书
也均有多种取材于(信$+

%","

年
由中华书局朱文叔编选的(新中
华国语与国文$!以/新国民图书

社'名义出版"第二,四,六册分
别从(信$中选取了三篇文章"成
为(信$正式进入国文教科书的
开端+ 朱剑芒编,世界书局

%","

年初版的(初中国文$第五册"张
弓编,大东书局

%"-%

年版(初中
国文教本$ 第六册及傅东华编,

商务印书馆
%"--

年版(复兴初级
中学教科书-国文$ 第三册也都
选有(信$的文章!国民党官办的
正中书局推出的(初中国文$!叶

楚伧主编%

-".&

年初版" 等其他
出版社的教科书亦有采用!

(信 $广受欢迎 "也带动了
一波用书信体对青年做出指导
或宣传的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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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陆
续出现了一些同类作品" 如舒
新城 (致青年书 $ !中华书局

-".-

年初版",夏瑞民(致青年$

!文艺书局
-".-

年",周乐山(给
青年的信$!北新书局

-"..

年",

杨默石 (给新青年的信$!南星

书店
-"..

年 ",平心 (生活与思
想之路$!光明书局

-".,

年",贝
尔(献给年青的一群*给大时代
青年的五十五封信$!亚星书店

-"&)

年"等! 亦有仿照(谈美$专
讲一个领域的"如贺玉波(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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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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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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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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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湾开明重版了朱光潜的0文艺

心理学(0谈美(0谈文学(和0我与文学及其他(

四种曾在开明出版的作品%称为/台一版'%著

作者均写作/台湾开明书店'%未出现朱光潜之

名- 上图为0谈美(台湾开明版封面和版权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