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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30年代，是出版业的繁荣期，1934年更是被称为“杂志年”。
本书选取当年有较大影响的数十种杂志，以这些杂志为视窗和平台，力求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细节，
包括思想观念的演进、文化理念的冲撞、社会消费的趋势，以及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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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勇军，1970年生。
文学学士，副编审。
1994年起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历任时代青年杂志社编辑、编辑部主任、编委。
2005年至今，任河南文艺出版社《快乐阅读》主编。
1993年以来，发表通讯、纪实文学作品近百万字，获省内外各项奖励十余次。
近年来致力于民国时期期刊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社团研究，部分成果发表在国家级出版物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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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女子月刊》　“永久社友”　“夫妻店”　发刊词　“平等通奸”　编辑赵清阁　黄心勉之死《旅
行杂志》　“靳年特大号”　“愈柱子”张恨水　于右任与“火车夜行”　萧梅性与《中岳游记》《
国闻周报》　“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　时人汇志　凌霄—士随笔　世纪年代的中学　毕业会考　北
宁铁路时刻表《外交评论》　“通邮问题”　“日本通”高宗武　“徐道邻”与蒋介石　关于黎明书
局《时代漫画》　“时代”的含义　畅销才是硬道理　谁是年代中国漫画的旗手？
　唐诗、宋词——民国漫画《良友》画报　一本杂志的传奇　《良友》总编辑　差大行动　“小姨明
星”《剧学月刊》　李石曾庚款办教育　程砚秋出洋　“古今中外”　徐凌霄与“金菩萨”《人间世
》　“打工”主编林语堂？
　办杂志与“请客吃饭”　“和诗”升级为文化事件《学文》　由胡适的《独立评论》　率先造势　
“少年得志”的叶公趣　中国第一篇新式标点的碑文　闻一多代理主编《读书杂志》　王礼锡执掌神
州国光衬　“自由人”胡秋原　高调创刊　由盛到衰《新语林》　”光垡”的含义　主编徐懋庸　鲁
迅的稿费被赖账？
　编辑易人及停刊《申报月刊》　现代期刊的早期范本　“新闻界之释迦牟尼”　《林家铺子》原名
“倒闭”　“洛文”、“罗怃”即鲁迅《太白》　“太白”就是比白话还要白　与林语堂的“相得”
与　“相离”　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第一人　科学小品的源头《文学季刊》　横空出世　
创刊号　发表《雷雨》的“波折”　社会文化背景　最佳搭档：巴金与靳以《水星》《东方杂志》“
梦想号”　“大同世界”之梦想　“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浪漫的想象和社会现实　辉煌与无奈《
论语》的“专号”　所谓“野鸡大学”之　徐、刘结怨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　”家的专号”施蛰
存与《文饭小品》　“《庄子》与《文选》”　“自留地”《文艺风景》　《文饭小品》　一生开了
“四扇窗户”曾今可与伎艺座谈》　“词的解放”，国家事管他娘　《文艺座谈》　“代序”事件黎
昔非与蚀立评论　《独立评论》“总管”　那时吴晗叫“吴春晗”　另一位同学罗尔纲　“战犯胡适
”龙沐勋与《中国语文学丛刊》　临终授砚　“读书先读序”　以“汉奸罪”入狱　身怀绝学何所期
杜重远与《新生》月刊　“最后的几句话”　从陶瓷专家到《新生》主编　“闲话皇帝”事件邵洵美
与“五大杂志”　家族巨富的唯美诗人　从《论语》到《时代》画报　《时代漫画》、《时代电影》
　和《万象》　第一出版社　诗人·大少爷·出版家黎烈文与《自由谈》　革新《自由谈》　风波陡
起　创办“改进出版社”被“腰斩”的张资平　创造社发起人之一　“腰斩”始末　“三角”小说家
　另一种人生假想章克标与“文坛登龙”　“帮闲专家”的来历　从《狮吼》步入文坛　《论语》不
署名的编辑　《文坛登龙术》　个人“沦陷”前后北新书局与《青年界》　从北京到上海　《青年界
》　与鲁迅的稿费官司开明书店与《中学生》　“合伙经营时期”　从《一般》到《中学生》　“大
作家写小文章”　文化人的家园生活书店的几种周刊　初创时期　从《生活》到《新生》　《大众生
活》　服务精神《生活教育》　生活即教育　“陶知行”还是“陶行知”　“小先生”制度　“从大
炮上晒裤子说起”　另一位主编方与严　学生驾火车赴京请愿《青鹤》　“圈鸡会议”　青鹤鸣，时
太平　陈灏一与章士钊　惊人的广告源　心灵的坚守《科学画报》　华罗庚的自由投稿　“说理浅显
，插图丰美”　茅以升写《钱螗江》《铃铛》《小朋友》上海杂志公司《社会新闻》　流氓文风　为
反动当局鼓与呼　“浑然天成”　“特务”背景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与军事“围剿”同步　《中国
新文学大系》的幕后“交易”　“审查官”穆时英　因“闲话皇帝事件”被裁撒民国中期稿费标准摭
谈　一般标准：千字二至三元　每月二十元可维持基本生活　—年间物价较稳定　超低或超高的持例
　“特殊”稿费民国中期杂志出版模式　为什么办杂志　代理发行　合作出版　自办杂志附录　上海
地区出版大事记　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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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编辑赵清阁对于杂志来说，谁也无法否认，有时确实是“刊以人传”。
赵清阁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有关她的研究文章或传记，只要述及其早期的文学活动
，便必然要提到《女子月刊》。
这也难怪，她的文学活动竟比《女子月刊》两位创办人长了约半个世纪——赵清阁于1999年去世。
就在去世前一年，她还为自己的作品集亲自写序。
而黄心勉于1935年病故；姚名达则是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是我国因抗日被害“教授第一人”)
。
赵清阁1914年出生于河南信阳。
她的祖父是曾任信阳学官的前清举人赵文选。
初中即将毕业时，因父亲和继母商量，要让她与当地一个有功名的人家订婚，性格孤傲的赵清阁便离
家出走，考入开封艺术高中。
未赴上海之前，她就与《女子月刊》有过联系，1933年6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卷第4期发表过她的短篇
小说《K女士》，该篇被认为其中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该期还发表了她的一首新诗《自杀》。
接下来，该刊又发表了她的《一定会受鼓舞而振兴起来》、《妇女或则会被你们刺激而觉悟(通信)》
。
同年9月15日，该刊第1卷第7期刊载一条《赵清阁千里访友》的消息：河南最努力的妇女运动家赵清阁
，平日编辑《妇女周刊》、《她》双周刊，成绩卓著。
近因爱慕本社同人，特地来上海访晤，译有《近世音乐史》已交女子书店付印⋯⋯姚名达夫妇对于青
年作者(特别是女青年)颇愿热心相助，青年们也很敬重他们。
加之赵清阁此前有过编辑河南《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的经历，因此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女
子月刊》的编辑。
1935年第1期的一则启事告诉读者：“新聘金光楣赵清阁为编辑委员”；但是不知何故，这期刊物的版
权页却独不见赵的名字。
赵清阁因为终身未婚，因此她的人生经历更带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
在《老舍生命中的三位女性》文中，有一节是“默契的合作——赵清阁”。
她与老舍的最初交往，是从抗战爆发后的武汉开始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赵清阁与身为总负责人的老舍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
据说，周恩来还想让她做老舍的秘书。
在重庆，赵清阁的名字更是常与老舍联系在一起。
他们合写了剧本《虎啸》、《桃李春风》以及《万世师表》。
新中国刚成立时，身在美国的老舍毅然归国，有人认为背后也有赵清阁的力量。
在赵清阁47周岁生日时，老舍曾题赠一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
”她生前一直将此联悬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老作家林斤澜曾说：“老舍和赵清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今天家人也不必隐瞒。
”当然，将一段缠绵曲折的情感经历公开，对两位作家的形象丝毫无损。
黄心勉之死在《女子月刊》创刊词中，创办人表达了“没有牟利的企图”的办刊思想。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任何事业都要依托一定的经济基础。
女子书店及《女子月刊》，似乎一直未能摆脱资金方面的困扰。
在他们早期出版的著作中，像中国公学教授章衣萍的《看月楼词》、浙江大学教授储皖峰、汪静之的
《诗经情诗今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沅君的《沅君卅前选集》、大夏大学教授王国秀的《英国中
世妇女生活史》，以及金仲华的《妇女谈薮》、萧百新的《英国女优的日记》、陈叔时的《女性社会
史考》、王茗青的《法国女作家》等，作者均自愿放弃稿费以给予支持。
与一些财大气粗的杂志以优厚稿酬吸引作者不同，《女子月刊》投稿简章中的相关表述是：“投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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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一经揭载，本社均酌奉现金或书券及本刊，作为报酬。
”该刊“读者园地”栏目曾刊出陈国英的一封来信。
信中说：“我知道启发者姚名达先生因为办理《女子月刊》感到经济缺乏，险将月刊停止出版，这显
然是一个可怕的消息！
并且他自己立誓说：果若不幸而停止月刊，我名达必先月刊而自杀⋯⋯”上述消息在该刊的一则启事
中得到旁证：“本刊现仍由黄心勉姚名达维持，陈媛主编，⋯⋯妇女协进会⋯⋯心勉亦已加人⋯⋯但
本刊并未由该会接办请读者勿信谣言为荷。
”在黄心勉去世之后，这种经济方面的窘迫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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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圣人说：五十而知天命。
而我的感受是：人至四十岁，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想当年二十出头，刚出大学校门，虽不放谈，却每每暗以才子自许，总觉得这世界上没什么做不成的
事。
而现在的所思所想却截然不同。
因此，当看到《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的书名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做记者、做编辑，也已经十六七
年，其间仅做期刊编辑亦累计十四五年。
不免怅然若失。
平时常逛报刊摊儿，时不时听到“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句话。
心想这些年自己经眼的杂志也数以千以万计，那么个人识见总该有所增益吧。
因工作关系，不断买到很有些年头的杂志，比如1980年的《青年文摘》《故事会》，1978年的《新文
学史料》（那时还是用书号出版的）。
一直上溯，忽然某一天，对20世纪30年代的期刊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其时应该在2005年夏天。
就在那年秋天，偶然的机会，得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第一次招收红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红楼
梦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心中大为神往，便以同等学力报考。
接下来近半年里，便把有限的业余时间完全用于复习迎考。
次年4月，成绩下达，因英语成绩差，连面试都未能进入。
失望之余也颇感一阵轻松；此后便又全副身心地投入到“老杂志”上。
仿佛心有灵犀，70多年前那些办刊人的故事，便与我身边的一些同人、同行的形象叠加起来。
——说不上研究吧，不过因为有这十几年的编辑经历垫着底儿，相信能比纯粹的“学院派”有更切实
的心得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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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见,老杂志:细节中的民国记录》是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再见，老杂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