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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和商务印书馆 

樊东伟
1
 

（上海开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 200080） 

【摘 要】：从少年时代到作品逐渐享誉出版界的过程中，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之间有着全方位紧密的合作关系：

处女作《寓言四则》刊发在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上，商务印书馆成为其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舞台；从崭露头

角到盛名远播，丰子恺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期刊供稿计 142篇之多，与商务印书馆在书籍上的合作也有十多次，并

将自己的第一本译作交由其出版。二者有如此密切合作的重要基础是丰子恺在商务印书馆内有较为广泛的人脉网络

等，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出版社同作者之间互惠互利的本质联系。 

【关键词】：丰子恺 商务印书馆 合作 

【中图分类号】：K825.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3079（2020）05∙0026-10 

以丰子恺与出版机构之间关系为主题的研究，目前仅见林素幸《丰子恺与开明书店：中国 20 世纪初的大众艺术》①2一种，

此书主要讲述丰子恺的哲学思想与艺术以及 20世纪初中国大众艺术的主要历史背景和不同文化圈风格，只有最后一个章节着重

讲述丰子恺和开明书店的关系。 

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作家、书法家及翻译家，是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

先驱，其在民众间乃至文化界的影响力远超一般作者。同丰子恺有过合作的出版机构数量众多，合作方式和内容类型多种多样。

他依托出版社成名，而出版社也视其作品为行销之保障。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是丰子恺早期创作生涯

中最为重要的合作方。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在与丰子恺长达十余年的合作中，双方互惠互利,产生了非常显著的社会效果

和影响。对于丰子恺来讲，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并不亚于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同丰子恺之间的密切关系，显然尚

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本文在此作些探讨。 

一、处女作的发表 

1914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第四卷第二号“儿童创作园地”栏目中，刊登了浙江一位小学生丰仁的作品

《寓言四则》。这四则标题分别为《猎人》《怀挟》《藤与桂》《捕雀》的寓言故事由文言文写成，作者在标题旁还标注了每个故

事的寓意，如“戒贪心务寡欲”“戒诈伪务正直”“戒依赖务自立”“戒移祸务爱群”等。不仅如此，这位细心的小作者还在

故事末尾加上一段按语，如在《藤与桂》一文后，按语是“丰仁曰人无自立之精神惟以依赖为事鲜有不失败者吾辈少年其慎思

之”。⑴为体现少年丰子恺的作文原貌，兹录其第一则寓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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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戒贪心务寡欲） 

秋高风厉。草木枯落。猎人欲襟粮。挟弓矢。入山觅兽踪迹。半日。苦无所获。倦坐石上。意甚懊丧。忽见草间兔睡方酣。

大喜过望。将弯弓射之。俄有鹿过高原。猎人见鹿之大也。遂舍兔而逐鹿。鹿行固速。相距又远。不之及。亟还取兔。则兔已

醒而逸矣。大恨而归。丰仁曰。贪心一起。每易失败。寄语少年。勿如猎人之两无所得也。斯可矣。⑴ 

这位时年 16岁的少年丰仁，便是日后名扬中华的文化大家丰子恺。这一年，丰子恺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位于家乡石门镇

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毕业。同年秋天，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看到这本刊登了他处女作的杂

志时，丰子恺已经离开家乡，开始了在省城杭州的求学生涯。 

《少年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创刊于清宣统三年二月（公历 1911年 3月）的一份月刊，一直出版到 1931年 12月，时间长达

22 年，共出版了 21 卷将近 300 期之多。⑵该刊最初的主编孙毓修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编译家，他也是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

中的资深编辑。⑵1907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孙毓修便投身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在编辑了两套著名的少儿丛书“童话丛书”和

“少年丛书”的基础上，孙毓修又创办了这份《少年杂志》。他在创刊号的《缘起》一文中说到了《少年杂志》相对于他编的“童

话丛书”而言的区别： 

内容大加扩充，如修身、文学、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实业、手工、习字、图画、体操、

音乐、歌谣、游戏、中国时事、外国时事，凡二十余类。皆择其切近易知、饶有兴趣者，随时编次，互见各册。兼采古今中外

之新奇故事，讽世寓言，以供谈助。插画丰富，行文浅显，凡入学三四年之生图，以及粗解文义之人，皆能领会。庶可为教育

之补助，而使社会中人，皆晓然知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急急焉。⑵ 

可见《少年杂志》的内容更加丰富，立意更为深远。 

发表丰子恺这篇处女作的《少年杂志》第四卷，则由商务印书馆的另一名老编辑、张元济的海盐老乡朱元善接任主编。他

主编《少年杂志》的同时，在 1914年 7月还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另一份重要的期刊《学生杂志》，又兼管着《教育杂志》，可见朱

元善在该馆期刊编辑方面的重要作用。⑶ 

文史研究者柳和城也对《少年杂志》的特点作了总结，“注重修身教育，行文寓教于乐”，“发扬爱国精神，拥护辛亥革

命”，“传播最新科技，倡导文明卫生”，“提倡游记文学，传扬探险精神”，“开展悬赏活动，提高读者兴趣”。⑵由此可见，

这份杂志广受青少年和家长欢迎的原因了。“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如赵景深、吴祖光、费孝通、魏建功等，都曾是它的小读者

和小作者。”⑵显然，这份名单遗漏了丰子恺的名字。有趣的是，丰子恺也是杂志举办悬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他发表处女作

这期中，有一则公布悬赏活动答案和获奖者揭晓的通知，“丰仁”也名列其中。 

对于丰子恺的这篇处女作，姑且不论其文学价值。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丰子恺的学生时代，也正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中国

新兴出版企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少年杂志》这类形式新颖的读物，如同为他打开了一扇认知世界的窗户，以一种全新启蒙

教育的方式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丰子恺天资聪慧，又是一个求知欲强的活泼少年，对于一切新生的、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而身处清末民初时的浙北偏

远小镇，接受教育和阅读图书成了满足他求知欲望的最为重要的渠道。丰子恺六岁随父亲接受私塾教育，启蒙读物无非是《三

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等，父亲去世后，继续在私塾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和《芥子园画谱》之类。⑷而到 13 岁

进入新学堂后，丰子恺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大量传播新知识的读物使他耳目一新。“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的新办的小学堂里所

唱的歌，大都是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里的歌曲。”直到五十年后，丰子恺还能默写出《学校唱歌集》里他所熟悉的《扬

子江》《好朋友》等几首歌曲。另有一首更具中国民族气息的《祖国歌》给他更深的记忆，因为歌曲的作者李叔同后来成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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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身的恩师。⑸ 

由上述可以联想，丰子恺日后在文学、音乐、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与他在石门湾小学堂时期的阅读经历是分不

开的。而出版业的巨大革新及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处女作《寓言四则》的发表，令丰子恺登上了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舞台——商务印书馆。而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丰子恺

则如同是他们早期播下的一颗神奇种子，终于在后面结出了令人惊叹的累累硕果。 

二、从崭露头角到盛名远播 

丰子恺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短暂从事了一段教学工作后，1921年春即东渡日本开始为期 10个月的游学生活。而

真正以职业著作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他从日本回国后（或者可以说在归途的轮船上）。促成他走上这条创作之路的，一

则是他的出众才华和创作热情，二则是他需要卖文养家糊口。而丰子恺写作生涯最初的舞台，使他从初出茅庐到声名远扬的出

版社，正是商务印书馆。丰子恺从创作生涯的最初期逐渐走向成名并最终奠定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商务印书馆所起到的作用

无疑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丰子恺通过商务印书馆发表的所有作品的数量和类型。 

1922年到 1935年间，丰子恺（从 25岁到 38岁）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小说

月报》和《小说世界》等六大期刊供稿计 142篇之多，其中译文 17篇、艺术论述 51篇、插画和装帧画 27幅、漫画 27组 92幅、

散文 24篇。
⑷
 

期刊出版向来是民国时期各大出版社争夺市场的重要阵营。不仅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这样的大

型出版机构不断推出面对各个读者阶层的刊物，连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也会出版一些各具特色的期刊以占得市场的一席之地。

丰子恺如此众多的作品被商务印书馆所采纳发表,亦可见他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商务印书馆自 1904年即创办了《东方杂志》，

以后又针对不同的读者阶层陆续创办了多种刊物，他们始终把期刊出版视为重要的业务组成，委派多位资深的编辑负责办刊，

因此这些刊物大多在同业内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除了发表在期刊上的作品以外，丰子恺同商务印书馆在书籍上的合作也有十多次。丰子恺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厨

川白村著）即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书为媒介还让他与鲁迅先生产生了联系，引出一段佳话。另外，丰子恺还为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多种书籍创作封面、插图、环衬等，甚至还做序跋、校阅的工作，亦可谓无所不能。①3 

丰子恺在人生最为重要的创作阶段能与商务印书馆有如此大量的合作，大致原因如下：一是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无可撼动

的实力和地位，成为大部分投稿作者的首选，能给作者带来稳定的名利回报；二是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和个人处女作的发表，

使丰子恺对商务印书馆产生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三是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编译人员之间广泛的人脉联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丰子恺从崭露头角到盛名远播，一直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逐步形成了他后来的诸多文化成就。 

三、与商务印书馆在报刊及图书出版方面的合作 

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不但在其旗下各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而且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本译作，逐步形成

了他后来的诸多文化成就。 

                                                        
3①本文尚未针对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中是否采用丰子恺的文章或插图进行过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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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报刊的合作 

1.《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 1904 年，1912 年由杜亚泉“主编历八年，于世界大势、国家政象、社会演变、学术

思潮，靡不搜集编载，研究讨论，贡献于国人”。⑹《东方杂志》持续出版了 44 年，1948 年底停刊，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连

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份综合性期刊。 

1922年 4月，丰子恺在上海翻译了美国作家 Nathaniel Hawthorne的短篇小说《泉上的幻影》，发表在 5月 10日出版的《东

方杂志》第 19卷第 9号上。⑺①这是丰子恺首次正式发表的译作，也从此开启了丰子恺同商务印书馆之间长期密切的合作。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丰子恺最早的翻译作品是屠格涅夫的《初恋》（在日本归国途中的轮船上开始翻译），完成后也是向商

务印书馆投的稿。但这部译稿的发表却并不顺利：“这是丰氏从事艺术事业的处女作。此书于一九二一年冬在由日本回国的轮

船上开始翻译，一九二二年初交商务印书馆，却不料被该馆认为’诲淫’之作而退了回来。”⑻但丰子恺本人在 1929 年开明书

店出版此书所作的译者序中，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八年之前，我在东京购得一册《初恋》的英日对译本，英译者为 Garnett,

日译并注者是藤浪由之。读了之后，对于其文章特别感到兴味，就初试翻译。1922 年春间译毕。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翻译。自知

译得很草率，不敢发表。曾请几位师友改改，看看。后来一直塞在书架上面。”
[9]
写此序时，丰子恺的大量文章和绘画正频繁发

表在商务印书馆的各大刊物上，他或许是不便提及当年被商务印书馆退稿之事吧。 

1924年，丰子恺的良师益友夏丐尊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他的著名翻译作品《爱的教育》，而其中的插图便由丰子恺创作，

这也是他最早期的插图作品。[4]②4 

似乎是为应对《东方杂志》内容的综合性，丰子恺的作品在《东方杂志》上同样呈现出多才多艺。从作品的类型来看，从

译文、艺术论述到散文，从插图、漫画到封面设计，几乎涵盖了丰子恺所有的创作形式。即使在《东方杂志》历来强大的作者

群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丰子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组他对中国画研究的文章。在 1930年 1月出版的两期“中国美术

号”特刊上，分别刊登了《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中国的绘画思想——金原省吾的画六法论》《东洋画六法的论理的

研究》和《云岗石窟》四篇文章，丰子恺成为这两期特刊中发文最多的作者。丰子恺不仅从世界绘画发展趋势的角度阐述了中

国画的优势所在，而且还通过评论日本学者的著作，开始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理论进行研究。另外，他还在《东方杂志》另

一期上发表过《中国画的特色——画中有诗》。上述文章阐述的内容组成了丰子恺对于中国画研究的思想体系，是丰子恺研究中

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2.《教育杂志》。创办于 1909 年，先后由陆费逵、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何炳松等担任主编。虽然因日本侵华战争两

度停办，但前后依然出版了 33卷 382期，在中国的教育类期刊中独占鳌头。 

丰子恺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数量是各种刊物中最多的。作品的主题分西洋音乐、西洋美术、少儿艺术教育和教育

题材漫画四部分。丰子恺以担任教师开始走上社会，并长期从事这一职业，《教育杂志》所发表的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

教育思想有所反映。 

1930年和 1931年，他应邀为《教育杂志》“儿童艺术讲话”栏目所写的两组西方艺术启蒙的文章，后来被结集成《西洋名

画巡礼》和《西洋音乐楔子》，成为重要的西方艺术评论著作，由开明书店在 1931 年 6 月和 1932 年 12 月分别出版，后来又多

                                                        
4
①丰子恺在文末备注：“Hawthorne 善于精妙深刻地描写心理状态，他底杂著是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出版的，名叫

Twice-toldTales。这也是其中的一篇。” 

②《东方杂志》第 21卷第 2号的实际出版时间为 1924年，而非《丰子恺年谱长编》所订的 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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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版。 

丰子恺在《教育杂志》上还翻译了美国、日本多位艺术教育研究专家如 H-Muensterberg.关宽之、阿部重等人的最新艺术教

育理论研究的文章，后被收入《艺术教育》《艺术丛话》等多种专著中。 

《教育杂志》也是丰子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上发表漫画最多的一种期刊。这些漫画基本上以儿童、教育、校园等为主题，

如 1926年和 1927年两年间，发表了 8组共 46幅漫画中，有《校园生活片断》《小瞻瞻的梦》《自然之默谕》《教育界的人物》《艺

术的劳动》等组画，集教育、知识、艺术、趣味于一体，令读者产生良好的阅读体验。 

3.《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文学期刊，1910年由样铁樵、王蕴章主编时期，以通俗文学（即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

导，到 1921年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接编之后全面革新，成为新文学的核心阵地。《小说月报》共出版 22卷 258期，因 1932

年初中日淞沪战争爆发而停刊。 

1926 年至 1928 年间，丰子恺应郑振铎之邀为《小说月报》作了整整 3 卷 30多幅的扉页插画。评论家将其称为“人生的诗

意表达”。
[10]

这组插画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为他在装帧画领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丰子恺以散文、漫画和艺

术教育闻名于世，而实际上他的装帧画同样精彩，他这方面的艺术水平比他那两位以装帧艺术而知名的学生陶元庆和钱君匐更

为出色。可见，通过“文学的绘画”，彰显“希望的人生”，达到“美誉的启示”，丰子恺以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勤奋创作,使他

的作品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他的老师李叔同带给他的影响。[10] 

《小说月报》对于丰子恺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便是《缘缘堂随笔》的诞生。从 1927 年 6 月开始,丰子恺在《小说月报》上陆

续刊发《忆儿时》《华瞻的日记》等散文。到 1929年，总共发表了 15篇。正是同年秋天，丰子恺在江湾永义里住宅内，由弘一

法师引领，举行了皈依仪式并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这组散文后来以《缘缘堂随笔》为名结集出版，成为丰子恺一生中最

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缘缘堂随笔》在 1931年 1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到 1948年就已经重印了十几次，解放后又由多

家出版社编辑重版，书中作品以其“清隽美”的文笔“显示了他在生活上所具有的思想情趣之重要部分——他的人生观，艺术

观，宗教观”，成为中国散文作品中的瑰宝。[11]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也发评论称赞此书，称丰子恺是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①5 

4.《小说世界》。在《小说月报》转型为新文学刊物之后，商务印书馆为保持其在大众文学期刊市场上的地位，特办《小说

世界》。以胡寄尘担任主编的《小说世界》，在“鸳鸯蝴蝶派格局下做了一些试图打通’新’与’旧’、变’俗’为’雅’的努

力，尽管并不是太明显”。 [12] 

胡寄尘邀请丰子恺为《小说世界》提供漫画，可以理解为他试图打通新旧文学之间隔阂的一种努力。同时，胡寄尘还在《小

说世界》上刊登了他的旧友也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的大量诗文、书画作品，以此表达对这师生两人的敬意。 

丰子恺在《小说世界》上的作品长期未受关注。从目前的资料可知，丰子恺在《小说世界》上发表的漫画不少于 4 幅，这

些均未收入已出版的《丰子恺全集•美术卷》和《丰子恺年谱长编》（修订版）中。 

5.《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或许是精力所限，同时还要应付其他出版社的约稿，丰子恺在商务印书馆的另外两大期刊《妇

女杂志》和《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数量较少。但这并不代表他忽视妇女和学生问题。在推动妇女解放方面，丰子恺始终走在

社会最前端。在 1923年 1月出版的“妇女运动号”上，丰子恺发表瑞典爱伦凯《妇女运动概论》的译文，由此也能反映他和主

编章锡琛、周予同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共同的激进思考。 

                                                        
5①参见丰子恺《致〈导报〉编者》（《丰子恺全集》第 20卷，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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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丰子恺有大量的关于妇女问题、学生题材的文章发表在其他如《民国日报》《妇女周报》及《中学生》等相关刊物上。 

综上，丰子恺同商务印书馆六大刊物的紧密合作，一是合作时间长，合作内容广泛，在诸多作者中犹为特殊；二是这种合

作对丰子恺个人在文艺领域的多项成就有开创性的意义；三是这种合作对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期刊出版转型起到

了积极有效的帮助作用。 

（二）图书出版方面的合作 

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在图书出版方面，也多有合作。 

1.《苦闷的象征》的出版。《苦闷的象征》是丰子恺的第一本译著，翻译的是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遗

作。原作于 1924年在日本出版后不久，即受到鲁迅和丰子恺的关注，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各自的翻译工作。鲁迅的译作于 1924

年 12 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后又由北新书局再版。丰子恺的译著于 1925 年 3 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这也是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一部作品几乎同时由两位译者推出，这种情况是比较鲜见的，更由

于译者都是文艺界标杆性人物，也引发了后来研究者较为广泛的讨论和比较。 

丰子恺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时间较晚，从会员编号来推测，大约在 1924年。可见，这一时期丰子恺已初步确立了社会地位，

具备了较为深厚的文化品位，而此时的鲁迅早已经是文化名家了。 

从翻译学角度，也有学者对两部译作进行了分析对比：“鲁迅采用字字落实的直译法，翻译时过于重视原文的形式，而忽

视了译文的语言表达。这导致译文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导致读者难以理解或产生误解。丰子恺也是采取的直译法，但在遣

词造句上不似鲁迅按部就班，能结合上下文的语境选用词语。译文不仅忠实于原文，也顺应了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13]对此，

抗战时期在桂林重返教师岗位的丰子恺在日记中还提及：“今天我教他们读厨川白村的 Essay……鲁迅先生译笔太过严谨，有几

处难怪学生看不懂。经我在黑板上改译中国文式的，犹有人看不懂。” [14]不经意间，丰子恺也透露了自己和鲁迅先生不同的翻

译风格。 

鲁迅与丰子恺在 1927年的第一次见面，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迹可循。虽然两人并不一定是为《苦闷的象征》而见的。但有趣

的是，带丰子恺见鲁迅的陶元庆，既是鲁迅译《苦闷的象征》的封面装帧设计者，又是丰子恺的学生，由他穿针引线是再合适

不过的。 

2.书籍装帧等创作。1924 年，丰子恺开始为文学研究会的期刊《文学周报》提供漫画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尤

其是郑振铎、茅盾等人对其风格甚为赞赏。随后便有作者陆续邀请他为自己的著作做绘画装帧的设计。丰子恺的书籍装帧作品，

最早是为夏丐尊翻译的小说《棉被》作封面装帧画、为郑振铎《文学大纲》环衬作设计图。 

以后，丰子恺又为罗黑脂的《醉里》、谢六逸的《文坛逸话》、王统照的《黄昏》作了封面装帧。 

1930年，丰子恺为巴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本译著《草原故事》和《我底自传》分别作了封面装帧画和题字。 

除此以外，丰子恺还为自己老师姜丹书的《艺用解剖学》设计了封面，为周越然编写的英语读物《英语卅二故事》作了一

组插图，为刘诚甫编的《音乐辞典》作了扉页题字和校阅。 

根据最近的资料发现，丰子恺还为商务印书馆 1929年改版后的小学教科书设计了 3种封面。显然，出版社是想利用丰子恺

漫画的社会影响力，在竞争激烈的教科书市场里占得一份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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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丰子恺还为王庆勋《最新口琴吹奏法》作了序言。 

四、时代背景及人脉关系 

在丰子恺这段最为重要的写作人生中，与商务印书馆发生了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追本溯源，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商务印书馆内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有关。 

(—)时代背景 

民国初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浪潮不断冲击社会各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几大期刊先后遭到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的抨击与诟病。 

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率先发难。1918 年 9月《新青年》第 5 卷第 3号上发文《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

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文中一连提出 16 条质问，措辞激烈犀利。此举既打压了这份知名大刊，同时又提升了《新青年》的知

名度，可谓一举双得。而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罗家伦也紧随师长陈独秀，在北京发起成立“新潮社”，在社刊《新潮》

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印书馆的几种主要期刊逐个批评一通。 

新文化思潮在社会上的盛行，对于杂志的主要阅读群体——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商务印书馆的期刊

出版发行业务在这一阶段确实受到了较大影响，刊物因滞销还产生了大量库存。 

为此，以张元济为主导的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开始谋划对策，思考如何转型。1920年，从《东方杂志》开始，《学生杂志》《小

说月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纷纷更换编辑团队，采用白话文，改变刊文内容，逐步开放接纳不断进步的社会思潮。⑶ 

1922 年，在胡适的推荐下，王云五正式入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人事上推陈出新，许多新面孔在各

大期刊的编辑队伍之中被委以重任，其中就有许多是丰子恺的新朋旧友。 

丰子恺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发表作品在 1922年 5月份，恰好是王云五到任后不久。这个巧合也预示着丰子恺在未来的十多年

里，利用自己在商务印书馆丰富的人脉资源，在创作道路上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 

丰子恺和这些朋友的关系，同他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和江湾立达中学的执教生涯，以及他参与创办或者加入的中华美育会、

文学研究会、立达学会等组织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关联。这些关系最后交集到商务印书馆，形成一个牢固的“朋友圈”，对

丰子恺大量作品的发表出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人脉关系 

在丰子恺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朋友圈内，有胡寄尘、章锡琛、叶圣陶、茅盾、胡愈之、周予同、谢六逸、郑振铎、徐调

孚、金仲华等人，这些人大多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陆续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但他们同丰子恺的友谊却持续未断。 

下面，就上述丰子恺的朋友们在商务印书馆时期同丰子恺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个以商务印书馆为核心的朋友圈，

曾经构筑起一个复杂密集的知识界的人际网络，其中更详细的内容，有待更深入的调研。 

1.胡寄尘(1886-1938)。字怀琛，安徽泾县人。胡朴安之弟，胡道静之父。他与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同为南社社员，并在 1912

年同在《太平洋报》担任编辑。早在 1919年，胡寄尘与丰子恺就共同参与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第二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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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刊物《美育》。1924年，胡寄尘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叶劲风任《小说世界》主编，在此期间，他安排发表了李叔同、丰子

恺师徒两人大量的书法、绘画作品。其中发表丰子恺漫画作品至少有四幅，具体数量还待进一步查考。1930 年 5 月，丰子恺还

曾为胡朴安、胡寄尘兄弟编辑的古代诗歌集《子夜歌》作插图一幅。 

2.章锡琛(1889-1969)。章锡琛 191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随绍兴同乡前辈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达九年之久。1921

年，他出任《妇女杂志》主编，将这份“中国现代妇女报刊史上历时最长，发行面最广的刊物”，带入了一个“革命与激进”

的新时期。因为他对出版新型妇女刊物的执着信念，1925 年底被商务印书馆解雇。次年，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丰子恺在章

锡琛接编《妇女杂志》初期，曾发表过两篇译作，其中在 1923 年 1 月该刊“妇女运动号”上发表译作《妇女运动概论》，标志

着丰子恺同章锡琛、周予同等一起开启了接受国外妇女解放运动新思潮的序幕，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主流思想，带来了一

场新旧思想两大阵营的激烈争论。
[15]

章锡琛同丰子恺的关系由此愈加紧密，尤其在开办开明书店后，丰子恺不仅是该书店的最

重要作者之一，更是出资成为书店股东。1928年 10月，丰子恺与章锡琛等共同为钱君匐制订画例。 

3.叶圣陶(1894-1988)。叶圣陶于 1921年 7月应邀往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至 11月离开。而这一年冬天，丰子恺从

日本游学回国后，也曾到中国公学中学部短暂兼职。两人最初的交往有可能始于此时。1922 年 5 月，丰子恺第一篇译文发表在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上，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啼声》同时在该期发表，两篇文章前后紧挨，这种巧合也印证了两人在创

作上的早期接触。1923年 1月，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1926年 1月，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由《文

学周报》社出版，叶圣陶参与了此书的编选工作。同年 3月 25日，叶圣陶加入立达学会，当晚同丰子恺等好友一起聚餐。1927

年 5月，接替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继续发表丰子恺的扉页插画，同时开始发表丰子恺后来结集为《缘缘堂随笔》的大部分

散文，叶圣陶应当也是这部著名散文集的直接促成者。这一年的 10月，他同周予同等人随丰子恺拜会了到上海的弘一法师，并

写下《两法师》一文。1931 年 2 月，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入职开明书店，持续着与已成为开明书店股东的丰子恺的

友谊。
[16]

从文学研究会到立达学会，从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叶圣陶长期同丰子恺保持联系，是丰子恺毕生交往最密集的朋

友之一。1975 年 10 月，叶圣陶得知丰子恺去世的消息：“不胜悲痛，感怀万端，写下了《追念子恺老友》的诗篇：‘故交又复

一人逝，潇洒风神永忆渠。……十载所希归怆恨，再谋一面愿终虚。’” [17] 

4.茅盾(1896-1981)。1916年，茅盾进商务印书馆，1926年离开。从茅盾接编《小说月报》，到创办文学研究会，目前还没

有材料证明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同丰子恺有过交往。1922 年，丰子恺三姐丰满与丈夫徐家不和提出离婚，曾请茅盾出面调

解。按此线索，两人的交往是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并早于丰子恺加入文学研究会时间。⑷郑振铎在 1926年出版的《子

恺漫画》序言中，曾详细描述他同叶圣陶、茅盾共同商量此书出版的细节，感觉丰子恺提供的画稿“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 

[18]丰子恺和茅盾既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又都是立达学会会员，但两人间更多的交往情况还有待继续考订。 

5.胡愈之(1896-1986)。191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练习生。1917年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发表文章，直至 1928年赴欧洲游学。

1920年胡愈之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胡愈之还参加了由丰子恺等发起成立的立达学会，1927年

3月，有同丰子恺、郑振铎、周予同、叶圣陶等学会同仁聚餐的记录。1928年 12月，丰子恺与胡仲持(胡愈之弟弟)等共同发起

改组开明书店。1932年胡愈之应王云五邀请重回商务印书馆主持《东方杂志》复刊。在 1933年 1月 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新

年特大号上，选用了丰子恺关于新年梦想的一组六幅漫画，包括母亲、教师、建筑家、黄包车夫、投稿者等的梦想，其中一幅

儿童的梦想登上了该期的封面。同时，胡愈之还邀请了 100 多位各界名人撰写了个人的新年梦想并刊发于此期。也因此事，胡

愈之与馆方就编辑理念发生冲突，不久后中止了主编的工作。 

6.周予同(1898-1981)。周予同是 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先锋，他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匡互生(后来又与丰子恺同事春

晖共创立达中学)一起点火烧毁了曹汝霖的赵家楼。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任《教育杂志》编辑，长达十年。直至 1932年“一

・二八”事变后离开。而丰子恺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漫画，基本上集中在这段时间。同样，作为立达学会的会员，丰

子恺与周予同也有过频繁的交往。 



 

 9 

7.谢六逸(1898-1945)。1922年 4月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实用字典部任职，年底离职。丰子恺同谢六逸的交往，应当大

多源自于文学研究会会员间的关系网。1928年，丰子恺为谢六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坛逸话》设计封面。1929年，他又为

谢六逸在大江书铺出版翻译作品《近代日本小品文选》作封面。 

8.郑振铎(1898-1958)。1921年 11月进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职。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1927-1928年赴欧旅行期间由叶

圣陶代编。回国后继续任主编至 1930 年离开商务印书馆。丰子恺在 1924 年为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诗文集《我们的七月》作

漫画插图《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郑振铎见之，感觉“有说不出的美感”，“情思被带到诗的境界”，由此对丰子恺的作

品非常关注。［⑻3后来，郑邀请丰子恺在自己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发表系列漫画。1926年，为丰子恺策划出版了第一本漫画

集《子恺漫画》。郑振铎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1925年)，开始发表丰子恺的漫画，并且从 1926年《小说月报》第 17卷起，

邀请丰子恺创作每期的扉页插画，连续三年。这组作品成为丰子恺插画艺术的重要代表。1927 年，郑振铎的文学理论名著《文

学大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特意邀请丰子恺作此书环衬的设计。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立达学会的会员

之一。在这两个组织的多次聚会上，他同丰子恺经常相见。1948年春，丰子恺同阔别 10多年的郑振铎在西湖边相逢，相约同饮，

共话旧情。一篇《湖畔夜饮》，道出了两人 20多年前即开始的个人和家庭间的深厚友情。[19] 

9.徐调孚(1901-1982)。曾就读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1921 年进商务印书馆，1922 年转《小说月报》社协助郑振铎担任编

辑。1928年 6月，丰子恺为徐调孚的《木偶奇遇记》作封面画，此书在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直至 1933年 4

月，离开前他任《东方杂志》文艺栏目的编辑，还在该刊为丰子恺编发了《怜伤》和《陋巷》两篇散文。5月，他便转投开明书

店任编辑,继续同丰子恺的长期交往。 

10.金仲华(1907-1968)o1928年春应聘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妇女杂志》助理编辑。1932年，协助胡愈之担任《东方

杂志》“妇女与家庭”栏目的社外编辑。1933年底，加入开明书店协助叶圣陶编辑《中学生》杂志。
[20]
金仲华同丰子恺是同乡(浙

江桐乡人)。1931年丰子恺在《妇女杂志》发表了两篇面向妇女谈论音乐和绘画研究的文章，时间正处于叶圣陶与金仲华交接之

间，而这两期刊物上也同时刊登了金仲华著译的文章。 

上述几位与丰子恺关系密切的好友，始终都跟丰子恺保持着各自的友谊。这与丰子恺洒脱无私的性格、直爽简单的个人魅

力不无关系。关于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乃至民国出版界的人际交往，一定会有更多的有价值的线索可以去探究。 

五、结语 

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互动，也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探索文化人物

与出版界的关系，可以追寻社会进步的某种内因和轨迹。丰子恺从一个好学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在文化界举足轻重的杰出者，商

务印书馆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是其他出版社(包括开明书店在内)所无法相比的。丰子恺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

共同选择，成就了现代出版史上一段佳话，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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