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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10月里的一天，上海书店的俞子林来看我，说他准备从过去上海书店的内部刊物《古旧书讯
》中精选出几本书，要我为他写序。
　　我想，我年龄已近九旬，不知是否有能力来完成，转而又想到自己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研究现
代文学，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沿革比较熟悉，而且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
务，于是就答应了。
　　《古旧书讯》（初名《业务通讯》）创刊于1959年1月，可惜只出至十八期就停刊了。
那是根据市委关于整顿内部刊物的决定。
停刊的消息是我去传达的，我正担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处长。
其实我心里很看重这份刊物，觉得它内容丰富，有行业掌故、版本鉴别、稀见珍本古籍、碑帖和革命
图书文物介绍等；作者水平较高，大都是版本专家和书店的业务骨干。
我也曾为这本刊物写过稿，我不无惋惜地对书店的同志说：“刊物只能停办了。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的春天来了！
1979年在俞子林的提议下，同年8月《古旧书讯》又与读者见面了，当然还是属于内部刊物。
后来由于市场上的各类刊物日益增多，到1989年12月，在出版了六十三期后就自动停刊。
　　《古旧书讯》的来稿力求做到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三亲”，读者看起来觉得亲切
、真实、可信、可靠，而且在图书行业里堪称是独一无二，许多专家学者、图书馆都愿意阅读、收藏
这本刊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老前辈都还在世，于是这本刊物的编辑同志就尽可能地找到原来的当事
人，请他们写回忆文章，如请施蛰存谈《现代》、赵景深谈《文学周报》、周全平谈《洪水》和西门
书店、楼炜春谈天马书店、楼适夷谈《奔流新辑》、胡绳谈《抗战三日刊》、马荫良谈《申报》、章
克标和林达祖谈《论语》、丁裕谈《上海周报》、尚丁谈《展望》等。
并且还请一些知情人写发生在出版界的各种事件和人物轶事等。
人们常说，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
《古旧书讯》为抢救历史文化，为我国的出版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这套书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上海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
旺与繁荣。
不只是一条文化街的成长，而是通过这条街的历史流程，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挺拔数十年的早程碑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化街云集了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
于1934年9月1日从桃源坊迁至福州路384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成立于1936年和1935年，店址
虽不在福州路，但都委托福州路436号《大公报》（上海版）代办部作为他们的代销机构；1948年三店
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
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
”“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　　从现已编定的三本书的目录来看，编者是继承了《古旧书讯》的特点，大部分是作者“三亲”
的文章，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史料性强，看起来很有味道。
无意中也为一些老作家的再现提供了平台。
如女作家关露在2007年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书里收了我的《关露同志与（女声）》、丁言昭的《介
绍诗集（我歌唱>》和刘华庭的《关露的两本书》（即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中篇小说《新旧时
代》），刚好成为一组悼念关露，表达我们敬意的追思文章。
　　这本刊物能把以往几十年的掌故轶事发掘出来，与刊物编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例如沈松泉的文章《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和《光华回忆余话》等，史料价值高，但开始时作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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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资料，难以落笔。
书店的负责人毕青查得1931年6月编印的光华书局书目后，迅速送给作者，才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三万字
比较全面的长篇回忆，后来又刊登在1991年6月《出版史料》第二期上，而作者在1990年3月病逝于天
津。
类似作者与编辑、出版人密切合作的例子还有不少。
　　《古旧书讯》以积累书刊史料为己任，记录了很多文坛往事、书业掌故。
古旧书业的经营传统，使文化街永葆书香特色，吸引国内外读书人、爱书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淘
得各自心爱的书刊，在客观上，传承了文化街的特色，提升了文化街的知名度，成绩蜚声中外。
　　今天，上海城市发展已进入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海
正在加快建设“四个中心”。
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群情激奋。
在文化建设上，也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创新思维，规划好整个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蓝图，以文
化建设的软实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这套书的出版，使我想起福州路文化街形成的动因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联想到我几十年来接触到
大量的文化街的人和事，以及有关历史资料。
我相信，这套书对于广大爱书、写书的读者来说，是一套非常有帮助的好书，对于海内外到上海来寻
访昔日文化街往事的读者来说，也是一套带有导游性质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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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书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上海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
旺与繁荣。
不只是一条文化街的成长，而是通过这条街的历史流程，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挺拔数十年的早程碑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化街云集了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
于1934年9月1日从桃源坊迁至福州路384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成立于1936年和1935年，店址
虽不在福州路，但都委托福州路436号《大公报》（上海版）代办部作为他们的代销机构；1948年三店
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
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
”“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　　本集所收文章，主要是有关文艺社团史料，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文化出版界的几宗事件，以
及对文化界人士的回忆等。
作者大多是当事人或亲历亲闻者，因而内容真实感人，可以见到那时文坛的风雨，老一辈文化人的风
貌，有许多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地方。
　　本书内容是20世纪20至4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文学巨匠以及知名文人如鲁迅、俞平伯、郁达夫等人
与出版有关的一些逸文趣事，颇具可读性。
 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反映了上海上个世纪20-40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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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丁景唐序二　陈子善编选说明我所知道的文萃社　居鸿源“文萃事件”后出版的两套时事性丛
书　俞筱尧回忆“新生”事件　严长衍“新生”事件与艾寒松　周幼瑞上海沦陷时期“兄弟图书公司
”被封经过　周幼瑞“富通事件”前前后后　金迅“湖畔诗社”的创立及其出版物　周国伟湖畔诗社
的两本诗集　刘华庭谢旦如和他的《苜蓿花》徐重庆　董校昌朱自清与“湖畔诗社”　钱大宇上海通
信图书馆及其《书目》和《月报》　杨浩基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　杨渭元新月社始末我见　谢家崧鲁
迅与未名社　林炜《女星》和“女星社”谈健刚　俞子林艺术剧社及其出版的书刊　洪明曾郑振铎与
国际笔会中国分会　陈子善俞平伯与曲社　徐重庆中国学会始末　虞坤林“中华地学会”简史——三
十年代出版的《地学季刊》浅述　葛方文“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简史　葛方文文坛旧闻录　沈松泉
忆念矢志保存革命文物的谢旦如先生　丁景唐俞平伯、施蛰存和画家洪野　丁景唐回忆鲁迅关于《五
讲三嘘集》的谈话　楼炜春鲁迅与《醒世姻缘传》　王锡荣鲁迅与刘承斡的书缘　柳和城胡适给陈乃
乾的两封信　虞坤林徐志摩二三事　谢家崧《徐志摩年谱》谈往　陈从周关于徐志摩的一件轶闻　沈
松泉把握人民文学的方向——缅怀郭沫若先生　范泉l茅盾致范泉　范泉辑注巴金书简　范泉附记新发
现的邹韬奋狱中书简　张树年郑振铎为国家抢救版本图籍的伟绩——《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编后　刘
哲民郁达夫致邵洵美遗札　陈梦熊幽默老舍——记老舍和父亲赵景深的往来　赵易林诗人朱湘　赵易
林诗人焦菊隐　徐重庆乌鸦、喜鹊与和平鸽——关于曹聚仁二三事　纪维周一件标点古书的旧案　周
　劭钱歌川曾想落叶归根　徐重庆潘汉年何时加入创造社　沈松泉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章
克标杨骚小传　钦鸿访陶菊隐　刘华庭我所认识的汪旭初　吕学端林纾和魏易　孙继林海上漱石生的
最后遗篇　顾承甫我的写作经历　黄裳叶德辉轶事　徐重庆近代学术怪人李宗吾　孙继林忆念丁玲同
志　邵公文[附]我所见到的《红黑》杂志　谈健刚悼念萧老　刘华庭凤凰涅巢忆从周　刘华庭沉痛悼
念赵景深教授　刘华庭怀念宋云彬先生　欧阳文彬怀念顾老——记顾廷龙先生二三事　林其锬我所认
识的郑逸梅先生　刘华庭徐迟琐忆　范泉叶老轶事随记——悼念叶圣陶先生　王知伊藏书家陶兰泉　
陈乃乾藏书家刻书家陶湘与修绠堂书店　李新乾陈援庵先生买书刻书佚事　李新乾顾颉刚从商务印书
馆到朴社　徐雁平纪念出版界前辈赵家璧先生　刘华庭怀念政治地图设计家金仲华　莫志恒胡愈之与
海外进步文化出版事业　温平回忆黎烈文与永安改进出版社　赵家欣我的简历　李小峰出版家沈松泉
事略　钦鸿[附]鲁迅先生墨宝失而复得记　沈松泉最后一次的会见　丁之翔黄洛峰书鲁迅《自题小像
》句——纪念黄洛峰同志逝世三周年　范　用陆圣泉年谱　陆莲英回忆黄嘉音同志　尚丁陶元庆和我
　钱君甸三十年代出版界的昙花——书籍装帧艺术家郑川谷　莫志恒忆内山完造先生——纪念内山完
造诞生一百周年　王宝良一九三○年代的“漫画热”　林豪光明在望——记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　俞
筱尧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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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生”事件与艾寒松 周幼瑞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事情，那就是“新
生”事件。
　　“新生”事件是由《新生》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引起的。
　　1933年12月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在出到八卷五十期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
当时韬奋正在国外考察，他的好友工商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就接过了这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
日救国的火炬，创办《新生》周刊，由杜重远任主编，原《生活》周刊编者艾寒松任编辑。
创刊号在1934年2月15日出版。
由于内容和形式与《生活》周刊大致相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不料出到1935年2月二卷十五期时，因发表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他是个
生物学家，对生物学很有研究。
日本皇宫内有实验室，他大半时间花在蝶类的分析研究上。
结论说如果他的毕生精力能多用于研究工作则成就将更大。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说法，并无恶意，并且已按照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规定将原稿送审，经
过批准才发表。
却想不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煽动日本浪人游行示威；又以侮辱他们国家元首、妨
碍日中邦交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查封《新生》周刊，惩办主编杜重远，并追究写这篇文
章的作者。
当时国民党政府畏敌似虎，只求按日方要求了事，即责令法院审理。
开庭之前，杜重远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出庭，还有些热血青年则愿代他受审。
但是杜不愿牵连书店和朋友，也未请辩护律师而由他挺身出庭，理直气壮地与法官辩论，声言原稿系
外来稿件，已照规定经过审查核准通过，内容正确并不违法；并大声高呼“救国无罪”，要求秉公办
理。
但是法院经不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逼迫，终于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徒刑，禁止《
新生》周刊出版，并在暗中不断追查写稿人易水。
这个易水究竟是谁呢？
原来他就是《新生》周刊的编辑艾寒松，易水是他的笔名。
　　艾寒松又名艾逖生，1905年出生于江西高安县，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
平时爱读《申报》、《生活》等爱国进步报刊，也给各种报纸杂志撰写有进步思想的文章。
他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烦闷之由来》，以后陆续在这本刊物上刊出了不
少对青年有益的文稿，为此受到邹韬奋器重，专门约见面谈，情投意合，就邀请他参加了《生活》的
编辑工作。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的步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是危机日深，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忙于内战，
对日寇采取了步步退让、屈膝投降的政策。
这时《生活》在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艾寒松和徐伯昕等爱国人士主持下内容越办越好，销数越
来越多，曾达到全国杂志销数的首位。
由于《生活》对国民党反动政策抨击得更尖锐更有力，因而也更加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忌恨，终于在
韬奋被迫出国考察、《生活》周刊实际由艾寒松主持的时候被明令禁止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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