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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與《小說月報》、《文學》月刊
衡人論藝之一

陳徵毅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退休副教授

  《小說月報》是名作家成名的階梯

清末民初由於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使專門刊載小說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蔚為大觀，諸如

《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月報》、《綉像小說》等，其中以《小說月報》壽命最長。

《小說月報》的創辦人肯定文學和文學工作者服務人生的重要性，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一直要

接受西洋現代文學的精神與作風後才有可能成熟，因此對十九、二十世紀西洋文學的介紹與翻

譯，一直占據《小說月報》極大的篇幅，從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到德利葉夫和阿茲巴雪夫之間

的俄國小說家受到最大的重視，波、匈、捷及歐洲弱小國家也很受注意，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和

這些國家同屬受壓迫民族，他們的奮鬥經驗必使中國獲益無窮。

早期《小說月報》只有數十個固定投稿人，到了 1928 年網羅當時最有名的小說家茅盾、老

舍、冰心、巴金、許地山等人，這些作家都在《小說月報》上刊登他們的作品才得成名，《小說

月報》成為名作家成名的階梯。

比如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發表於 1932 年，算是中國現代新文學的主要作品，書中

主角吳蓀甫是中國三○年代民族資本家的典型，他雄心勃勃兼併八個小廠，創立信託公司企圖

掌控經濟市場，後來卻與公債市場上呼風喚雨的趙伯韜競爭而失敗了，甚至意圖自殺。要而言

之，〈子夜〉雖然有點冗長沉悶，但是很具氣勢，不愧為自然主義中的力作。茅盾在《小說月

報》發表幾篇文學評論文章，討論中國文學界的當前狀況，其中論調鞭辟入裡可惜稍嫌侷限於

自然主義的觀點而已。為何同期小說家都比不上他，因為他是先在寫作技巧和生活體驗方面痛

下功夫，才致力於長篇小說的寫作。

冰心的成名作〈超人〉，刊登於第 12 卷第 4 期，被周作人列為範文在課堂上賞析，主編對

她說：讀了你的〈超人〉沒有不哭的。

老舍於 1925 年赴倫敦大學教中文，對狄更斯作品極為喜愛，模倣他寫了一篇〈老張哲

學〉，時在英國念書的許地山很喜歡此篇，便推荐給編輯，自 1926 年 6 月開始連載，後又寫一

篇滑稽小說〈趙子曰〉，前者是一個邪惡教員與雜貨商人的故事，對公理淪喪後的英雄主義處理

得不錯，後者主人公趙子曰慷慨天真亂花錢，是思想腐敗之化身，儘管自己有溫良品質，切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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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民初北京腐敗官場中沽名釣譽的妝點，醇酒美人和高官，但最主要的是有個官銜，趙並無

雄心和貪心，因無官職不能擺紳士的闊綽派頭而感屈辱，一種不確切的驕傲心理，使其以為鄉

太太的小腳會丟他臉，因而從不見她的面，另一方面他認為紳士應有才貌雙全的太太而追求大

學女生王小姐結果也是徒然。唯一來自臺南的許地山，在第 12 卷第 1 期登過〈命命鳥〉，並於

第 12 卷第 4 期登過〈商人婦〉，前者描寫女主角因婚姻受阻，無法與人共結連理，竟然想不開

而投湖自殺。許地山旨在揭露封建社會婚姻制度的殘酷，他宣揚生命可貴凡事三思而後行的思

想。後者透過惜官口述，採用倒敘法表達商人婦的遇人不淑受苦受難的始末。

巴金的第一篇小說〈滅亡〉經由葉聖陶代為發表。1927 年巴金由上海赴巴黎，正逢兩個意

大利人薩柯（N. Sacco）與樊塞蒂（B. Vanzetti）被人誣為竊盜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斯頓牢中

關了六年，巴金寫信給樊表達慰問之忱，樊對他說：「青年是人類的希望，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

住宅，每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他非常感動，認為說出心中話，孰料九個月後，薩樊二人被

處死於電椅上，使巴金悲痛莫名，當他接獲薩樊二人噩耗時，整天激動地寄信給各處控訴美國

政府，他內心的同情促使他寫成〈滅亡〉廿一章。他在小說中吶喊：「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

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該滅亡」，他刻意抄寫在五大本硬紙面練習簿上，由法國小城阿多吉里寄

回中國，由葉聖陶在《小說月報》分為四期刊登，巴金從此決意以寫作做為救世救人之路。

  茅盾主編二年，聲名大噪

曾任中共首任文化部長的茅盾，是位小說家、編輯人和社會運動家。茅盾本名沈德鴻，字

雁冰，浙江桐鄉縣人，生於 1896 年，卒於 1981 年，享壽八十有六。他的小說處女作〈幻滅〉

在《小說月報》發表時，主編葉聖陶建議使用茅盾為筆名。他 10 歲喪父，14 歲考上湖州的浙江

三中，17 歲考上北大，三年後預科畢業，卻因家庭經濟困窘無法繼續升學，就到上海商務印書

館編譯所供職。初入館得前輩資深編輯孫毓修、朱元善和王蒓農的指引，由於受到十月革命和

五四運動的影響，很快就超越他們，入館就上書指陳商務印書館新出的《辭源》的訛誤疏漏之

處，使總經理張元濟發現他的博學多才和治學銳氣，遂調他到大名鼎鼎的孫毓修處當助手合作

譯書，起初孫不把乳臭未乾的他看在眼裡，把他譯了三四章就懶得再譯的科普讀物卡本特《人

如何得衣》，讓他試譯，不料不到五個半月茅盾即交稿，譯文仿孫意譯之方法和駢體色濃的語言

風格，使孫嘆曰：「驟看彷彿出自一人的手筆。」茅盾在署名時說：「只用你一人的名字就好。」

這種高姿態的人格力量，震撼得孫又驚又喜不再輕視他。

其後寫《人如何得食、得住》，孫見其書讀得很多，便探問他，答曰：「我從中學到北大，

書不讀秦漢以下，文章以駢體為正宗，涉獵十三經、四史、後漢書等，入商務將廣收中外典籍

的涵芬樓圖書盡覽無遺。」

1918 年由孫毓修籌畫選編中國寓言之初續三編，1917 年底《學生雜誌》主編朱元善，邀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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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任助編。1919 年《小說月報》主編王蒓農也邀其主編該刊約佔三分之一篇幅的「小說新潮」

專欄，同時為其主編的《婦女雜誌》撰文。

茅盾主持「小說新潮」專欄只是全面改革《小說月報》的前奏，等到茅盾取代王蒓農正式

出任主編，才是《小說月報》改革的開端，從此，《小說月報》成為中國文壇一塊權威的引導新

潮的陣地。

他主持「小說新潮」採取三大原則：1. 只要以真為核心，真善美統一的，不論新舊均予借

鑑；2. 譯介盡量廣泛，系統化，世界各國文學民族、時代之代表性作品均可。3. 按對位需要，

取先進的西洋文學特質與中國舊文學可取的特質；4. 承接表現人生宣傳新思想，辟邪去偽的真

任務，此種取向與五四的時代精神相同。

1921 年 1 月 10 日，推出《小說月報》「被迫害民族文學專號」，介紹五個人種：斯拉夫、

新猶太、希臘、阿美尼亞、芬蘭等民族的文學，除新猶太概觀為他所寫，其他七篇皆為外國學

者所執筆。譯叢共收小說、散文、話劇十一篇，詩十首，作品和論文的譯者為魯迅、周作人、

沈澤民，茅盾所譯最多，可謂一箭雙鵰之舉，一面譯述被迫害民族的文學與相關的理論，又可

展現中國最高的翻譯水準。

1921 年 1 月，主持《小說月報》，重倡自然主義與實地觀察客觀描寫的原則，主動出擊，

誓奪舊文學的代表鴛鴦蝴蝶派的陣地。《小說月報》原本受梁啟超發起小說界革命的影響，於

1910 年創刊，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名牌期刊，後隨社風的頹敗，漸成鴛鴦蝴蝶派的陣地。

1917 年，陳獨秀、胡適發起以文學革命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新思想展現新動向，艷情、畸情

為特徵的鴛鴦蝴蝶派已不受青年喜愛。

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於 1919 年 4 月在《新潮》發表〈今日中國之雜誌〉，對當時幾百種雜

誌進行批判，其中有一大段批判商務印書館的刊物說：「他們大都毫無主張，毫無選擇，只要是

稿子就登，這種辦刊物方法，真可以說對社會不會發生一點影響，也不能改善一點灌輸新知識

的責任。」受到新派人物的批評，發行量為之銳減，最後只剩下二千本，使商務的決策者不得不

進行改革，必須選拔主持改革的負責人，茅盾的學識素為社會和館方所共知，無論學養或文學

水平還是新文化的觀念，他是最佳人選。

於是由編譯所長高夢旦代館方找他談，請他出任《小說月報》和《婦女雜誌》的主編，他推

卻《婦女雜誌》只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以便集中全力搞好文學改革和新文學建設之大事。

接任伊始，他向館方提出三項要求：1. 現存稿件全部封存不用。2. 刊物改用五號字印刷，

（原為四號字）；3. 館方應給予辦事全權，不得干涉他的編輯，另外，只有封存舊稿才能於百日內

為新文學多覓一陣地，改用五號字才能擴大刊物容量，只有辦事全權才能完全自在地按文學改

革和新文學建設及要求設計刊物之內容版本進行組稿和編輯操作，此乃自主意識的辦報原則。

《小說月報》前主編王蒓農就是自主意識被動之代表，茅盾一上任即表現自主意識，他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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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改革此塊文學舊陣地，使之建設為新文學搖籃，他對《小說月報》也提出新改革：宗旨是建

設中國的新文學，爭取在世界文學界佔一席之地，為人類文化做出貢獻，欄目之設計，編輯之

方針，均應服從這個總目標。翻譯、評論、創作三角鼎立。譯述西洋名著介紹世界文學潮流趨

向，討論中國文學改革進步之方法，創造一個確能反映國民性，提倡文學上的批評主義，使其

與創作者相互激勵，相互攻錯而止於至善。另外，還要報導海外文壇消息，評論新書新報，使

作家和讀者了解國內外文壇動態。對新刊物的這些設計，幾乎囊括了所有重大問題。

《時事月刊》副刊「學燈」發表李石岑之文，《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發表評論，都對

《小說月報》的改革表示歡迎，並給予極高評價，曉風云：「改革後的第一期已伐毛洗髓容光煥

發，換了個靈魂」。改革後的《小說月報》也帶來利潤，第一期印五千本，改革後多三千本，

還供不應求，第二期起增為七千本，年底突破一萬本，發行量增加，反映改革之成功，但成功

後招致舊派人士的反對，外部阻力也不小，第一期按例送商務領導階層總管理處權勢人物陳淑

通，他不屑一顧，連信封都不拆，原樣退還茅盾，惡劣之謾罵，做人身攻擊，茅盾冷靜應付。

準備在第 13 卷第 7 期爭辯和批駁。而發表〈自然主義與文學〉一文闡發一己之創作主張，批判

鴛鴦蝴蝶派文學的惡趣味，記帳式的表現法，引用鴛鴦派作品作為批判的靶子，更激起激烈的

反對，除了對茅盾人身攻擊外，並對商務當局施加壓力。

  茅盾以辭職向守舊派抗議

要求茅盾對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刊物道歉，否則提告，支持茅盾改革的頂頭上司高夢

旦辭職，換上保守派上司王雲五，王派人勸說茅盾，茅斷然予以拒絕，並義正詞嚴指出，禮

拜六派先咒罵《小說月報》和我個人足足半年之久，我才以文藝思想的角度批評禮拜六派，如

要打官司，商務應先控禮拜六派，況且文藝思想問題，北洋軍閥都不敢做的事，要求傳話人轉

告王雲五，他要把此事包括商務的態度，原原本本用公開信的方式，登在《新青年》及北京、

上海四大報副刊，喚起全國的輿論，看禮拜六派還敢不敢打官司，王怕把事態鬧大，只好息事

寧人，又偷偷派人檢查《小說月報》發排的稿子，茅盾發現後立即向王提出抗議，以原條約為

據，據理力爭，表現勇於硬碰硬的堅強品格，王只好取消。

茅盾編完第 13 卷將編務交給鄭振鐸，以辭職向守舊派表示抗議，維護編輯自主意識的尊嚴和

神聖。茅盾不但辦出期刊的特色，也做出自主意識的具體表現。1933 年《小說月報》宣布停刊。

茅盾雖然僅僅主編二年廿四期，但他卻能發揮現代編輯理念，改革創新精神，建設新文

學，為他日後的後繼者鄭振鐸、葉聖陶保持了《小說月報》的一致性，同時他在後來的編輯生

涯中，一直保持這些正確的概念和作風與時俱進。根據時代的變革要求和文壇面臨的新形勢，

不斷調整，充實和提昇。

1933 年，《小說月報》停刊，茅盾和鄭振鐸商量創辦另一大型文學月刊―《文學》，由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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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主編，此時新文學建設已屆十多年。創作成果不斷湧現扎根開發。

當時茅盾把更多精力用於對付出版的險惡環境，國民黨正在進行文化圍剿，尋求進步革新

的報章雜誌常被查封，作家創作不自由，茅盾也列在國民黨通緝名單內，他必須和國民黨鬥智

鬥勇。

茅盾在辦刊宗旨欄內寫明要辦一純文學刊物，他廣邀魯迅、葉聖陶、郁達夫、傅東華、鄭振

鐸、茅盾等十人組成編委會，主編由傅東華掛名，因為乃兄為江蘇省教育廳長，較能罩得住。

編輯者署名文學社，出版社由生活書店承擔。因生活書店有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背

景，刊物出刊第一卷，國民黨就要進行書報檢查，要查編者署名，檢查每期稿件，茅盾與鄭振

鐸自第 2 卷第 1 期起改用傅東華、鄭振鐸掛大名，每期付排交稿由傅東華送交國民黨當局，第

2 卷 1 期被查後抽掉之文有巴金的〈雪〉，歐陽山〈我們歇歇也好〉，和夏征龍的〈恐慌〉，第二

期送稿十篇又被抽掉一半，其中有鄭伯韜、張天翼的文章，此舉帶來大麻煩，臨時補寫，修訂

審查大員亂刪亂改之處，加重編者負擔。茅盾和鄭振鐸商量自第三期連出四個專號，翻譯專號

／創作／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中國文學專號，如此可避開檢察官的眼線。

四大專號集中全國著名專家學者的文稿，質量並重影響力大，由此茅盾摸清了檢查官的脾

氣，從三卷起不斷更改作者的筆名，出特大號雖仍有被刪節抽調之文，但茅盾已有更豐富有效

的應付經驗。

《文學》月刊自 1933 年 7 月至 1937 年 11 月上海淪陷時始告停刊，前後維持四年以上，共

出五十二期。是繼《小說月報》之後，三○年代壽命最長影響力最大的文學期刊。對新文學建

設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其中凝聚著茅盾的大把心血和汗水。

茅盾主編《小說月報》，茅只是一人唱獨角戲，他當時的工作量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有人統

計他每月讀外稿約四十萬字，跟踪閱讀期刊約六十萬字，再加上個人翻譯寫作，需要閱讀的外

國文字和論著，一絲不苟負責雜誌的付排校對，沒有遠大的理想抱負，沒有任勞任怨的工作精

神，沒有園丁的犧牲奉獻，牢固的群眾觀點，他是支持不下去的。

關懷老作家，培育新作家是他一生志業的重點，付出的心血無法估計，他扶持的新文學

作家共計三一三人，其中成名的約有一百人，大都成了文學大廈中的柱石，可謂手澆桃李千行

綠，點綴春光滿上林了。

  與秦德君搞出婚外情

最妙的是 1928 年，他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避居東京遇上秦德君，發生一段婚外情，一個是

消極悲觀客居異鄉，一個是亡命天涯一見鍾情，共聚一年對撫慰其心靈及文學創作大有裨益，

只是對老家的元配孔德沚只好說聲抱歉了！

在改革《小說月報》之初，他確立了文學上的評點方式，在批評方法上他對《小說月報》」

茅盾與《小說月報》、《文學》月刊─衡人論藝之一



通 論

．我們應該每天聽一首歌、讀一首詩、看一幅好畫；可能的話，再說幾句合理的話26  ◆  歌　德

的新人新作創作制訂評點式的三言五言畫龍點睛地指出作品的主要特點，旨在溝通作者和讀者

的思想情感指導讀者閱讀，提高讀者的思想情感，指導讀者閱讀提高讀者的欣賞水準。

如批評冰心小說〈超人〉，突出肯定其以情感人的特長；在落花生換巢鸞鳳中說，它的最大

特點是真，並與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短篇相提並論地說魯迅小說確是真氣撲鼻，就不單只

作品的特點，指導讀者閱讀而且對文學創作也有普遍指導的意義了。

旅美評論家夏志清曾對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提出批評，他為了透徹表達三○年代的中

國面貌，曾上窮碧落下黃泉去找資料務使其無懈可擊，書中為做詳盡報導，軍政界名人提到不

少，但反使人感到厭煩。在此書中茅盾的同情心範圍縮小，代之以自然主義的漫畫手法和誇張

描述。女主角大都失了水準，淪為漫畫家筆下的人物，茅盾的小說家感性，已經惡俗化了。堪

稱的評。

  結　語

茅盾在離開《小說月報》後，轉任《文學》雜誌主編，特闢書報述評專欄，他寫的長篇小

說〈子夜〉，就在這雜誌連載，並出版《茅盾散文集》。

抗戰軍興後，他投身抗日愛國運動，參加《吶喊》編務，上海被佔領之後，他開始過著

顛沛流離的生活，先到廣州主編《文藝陣地》雜誌，又到香港《立報》主編「言林」副刊，定

居香港及大後方，寫了許多有關小資產階級的小說，被稱為「抗戰期間首席小說家」。曾聯名

三十三位作家向政府要求保障言論自由，展現文人的心願。

1941 年他主編《筆談》月刊，日軍攻佔香港，只好逃到廣西桂林，他把逃離香港的始末寫

成《劫後拾遺》一書交由桂林學藝出版社出版。抗戰末期，他先往迪化新疆學院任教，再往陝

西延安魯迅藝院講學。

中共建政後，他出任首任文化部長，為期十五年，旋即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及全國作家協會

主席。儼然成了望重一方的要員，曾赴維也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會議，也曾出席亞洲作家會議。

乃妻孔德沚在文革期間受到紅衛兵抄家，憂愁過度而去世，令他哀傷逾恆。他於 1981 年

3 月 27 日，因整理舊作過度勞累而病逝北京醫院。享年八十六歲。他的小說《春蠶》、《林家舖

子》描寫舊社會破產的農村，及廣闊社會背景裡的掙扎行動，曾被拍成電影，影響至深且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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