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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界二十年》

内容概要

本书除叙述个人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的掌故,介绍了礼拜六派、创造社等文学流
派的情况.有心的读者亦能从中窥测到民国社会的风貌以及上海作为文化中心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作者
与现代著名学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交往的轶事在该书中也有所展现.
当我们今天重新捧读这本书,从作者的娓娓道来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以真切的感受道
那个时代的出版氛围。
张静庐在书业活动中的经营才能,个性化的出版性格,以及鲜明的出版思想。使他成为同行中极具”霸
气”与”才情”的出版家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年间他的成功的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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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界二十年》

作者简介

张静庐（1898-1969），出版家。浙江镇海人。早年在天津、上海的通讯社、报社任记者、编辑，1924
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均任经理
。1934年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1949年在上海任联营书店总经理。辑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7编8册。著有《中国小说史大纲》、《新闻学概
要》、《落英与狂蝶》、《在出版界二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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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界二十年》

书籍目录

一 写自传的动机
二 我的生长地
三 屠户世家
四 惟一的母校
五 不长进的孩子
六 礼拜六派时代的轮廓
七 阅读与写作
八 出版的尝试
九 从酒保到编辑
十 荒唐之夜
十一 “六三”运动
十二 大闹新华门
十三 “谁是主唆者？”
十四 踏进出版界
十五 泰东图书局的转变
十六 创造社的摇篮
十七 外勤记者
十八 商报馆五年间
十九 光华书局的诞生
二十 小伙伴们与幻洲社
二十一 回光返照与黄金时代
二十二 北伐前后
二十三 从“现代”到“联合”
二十四 再度脱离“现代”
二十五 上海杂志公司的建立
二十六 小小计划初步成功
二十七 “退订改订绝对自由”
二十八 杂志界的畸形发展
二十九 提高出版物的水准
三十 平地风波
三十一 抗战后的出版界
写在后面
附录一：杂志发行经验谈
附录二：张静庐先生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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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界二十年》

精彩短评

1、做出版界研究的必读书之一
2、大师的作品~
3、在现在这个年代，出版家张静庐也许鲜为人知，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他的名字在上海赫赫有名。
通过阅读这本书，不仅使我了解张先生传奇的人生经历，也让我了解了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出版业现状
。书虽薄，但受益匪浅。
4、需要好好了解一下
5、120528读过
6、不错的书，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或着现代出版感兴趣的人来说。泰东、光华、现代、上海期刊
公司，这些名字已经融入现代历史了。
7、有点意思，不过有些紧要处却含糊而过
8、可以瞥见一斑
9、国有难，家贫寒，孑然一生，形影相吊，只是缘于对书的热爱。
10、好好看看~
11、欠他一炷香
12、作者亲身回忆，还原民国出版的风貌
13、看的上海书店影印本
14、平实，一些关于民初的小说、报刊的信息比较有价值
15、该是位有趣的先生，读了太多评传和研究性学术文章，回来看老先生们的自述日记书信，真实感
扑面而来。【想看各大出版社黑历史怎么办。。。
16、新年第一本。太简略了，好多细节应该再完整一些的。
17、老师推荐，看完再评
18、很真实
19、[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
20、刚拿到手，还没看，听说很不错
21、这是出版老师推荐的一本书。我看了一半。从情感上受到打击。不能接受一个人，在写自传的时
候，只字不提对妻儿的态度，哪怕半句温情的话，都找不出。寒心。也许他太内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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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界二十年》

精彩书评

1、从这本性质为张静庐自传的著作，我们可一窥民国出版的格局演进，却也暂且可以看成是民国或
中国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展开叙述前，不得不提醒一句，可不要被张静庐对文笔的谦虚给骗了，即使
他自诩写自传时用的是幼年写作文的套路，这本自传可要比他想象中有趣得多。张静庐生于浙江龙山
镇，无旱无涝，无战无盗，但有械斗，可见民风尚淳。彼时中国的近代化刚起步，这个“浙江第一村
”有一位企业家兴建的马路，奈何人定不胜天，耗资巨但抵不过流沙；有轰隆驶过的火车，待报修时
便用人力拉，惹得随张静庐归乡的朋友惊叹不已；有过学堂亦有维新派所建的小学，但企业家为旅游
开发想招请巡抚，空害得一帮小学生在码头上站大半天，只吃得着一只小面包，其中便有读完私塾又
读近代化小学的张静庐。这似乎是一个谶语，他注定要在这一路途上经历中国由新到旧的变迁和动荡
，上下求索。他的父亲与家庭不睦，放弃佣工去做屠夫，受尽地主豪绅的压迫不敢反抗，便成了暴燥
脾气，唯一的朋友是一无所有、压根不会穿长衫的乞丐们。此时我们更要埋怨张静庐对文笔的自讽，
他对父亲人生的思考足见深刻和洗练，的确是有着极深的积淀。但他毕竟是读完小学便未能深造，从
“念天地日月山水土林开始”的小学又返回私塾，再年岁长些往沪当了酒徒，纵是辛劳也挤时间看“
小书”、《小说月报》，唯一的希望是去商务当一名见习生，每天都要独自站在书店林立的棋盘街，
透过橱窗看其中五颜六色的书封，有了做出版家甚至作家的想望。心中有了萌芽，便有茁壮发枝的可
能。张静庐又辗转到洋纸号作工时，正是“礼拜六派”活跃的时代。然而书太不易得，身为学徒拥有
书更是稀少，后来张静庐创上海杂志公司是便不用玻璃柜，供读者自由翻看，还被取笑舍不得装修费
，殊不知是他的良苦用心。书看得愈多，创作的欲望便愈强烈。当处女作被退回后，张静庐的下一篇
稿子终于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令他兴奋不已。这是他人生间少有的创作时段，彼时盛行的是礼拜
六派的作品，不是恩爱离别的鸳鸯蝴蝶派便是大谈鬼怪的笔记小说，剩下便是隐约有作者生活的影子
的章回小说。张静庐也想创办自己的刊物，于十七岁办小型报《小上海》，不久便因刊登过于前卫的
文章被关，再举债办刊物，因不懂发行被骗，一无所获，悻悻去国文函授学社当秘书，奈何这学社根
本便是一大骗局，只能伺机离开。终于有机会当副刊编辑，但不多时政治变动，报纸便就此停刊。辗
转，辗转，六三运动开始，作为《救国日报》的编辑赴京向当局联合请愿，被抓入狱。我想现代人不
太能明白他们的勇气，明知是赴死的行为，亦受过其他联合会的劝告，仍要犯险。但无论如何，他们
的爱国情怀赢得了尊重，在狱中以低价租到被褥，还经常受到学生们的慰问。张静庐竟不想走了，这
牢狱生活安逸又不需劳力，乃至于离开时还有些恋恋不舍。但他出狱后突然的一场大病，依旧昭示这
场牢狱之灾的后果。适逢泰东书局欲放弃鸳鸯蝴蝶派，转变为新，张静庐便主编了《新的小说》，正
式踏入出版界。出版部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能给其中一位编辑起“王八蛋”的绰号，在外做各
种各样的“小货”，一人做了公职便帮助其他人也领薪水，实在是有趣得很。后来张静庐受荐作外勤
记者，很快被因揭示官员的欺骗行径受过，自行离去。在郭沫若等的帮助下，张静庐与朋友们以七十
五元创立光华书局，上海第一家“新书店”建立成功。没有资本，没有账底，没有固定工资，就这样
光凭人脉建立起来，成为文化运动的一股力量。书业发展总随政治形势变动前进，星期六派回光返照
不久，新书业崛起，炮火中的革命又催动生了庞大的印刷利润。光华书局无疑切中时代，不然五卅周
年示威传单何以预藏其内？但光华书局的文艺书路线难以满足张静庐的心，他便另起炉灶创立上海联
合书店，售卖革命需要的社会科学图书。又是辗转几载，北伐之后，新书事业十分凄惨，他应邀回到
现代书局，用人唯贤，终于使现代书局回生，却因代人受过遭不满，被“知己”耍阴谋辞退，莫不是
再不能重的打击！最好的回击也莫过于穷途而起。他深知读者购买力不强，不如专营杂志事业，辗转
由20元、由三个人创立起上海杂志公司。此时便能看出张静庐的胆识和策略，他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
，明知风险巨大，仍给予读者退订、改订极大的自由。但出版的心还未老，面对畸形发展的杂志界，
张静庐与他的杂志公司义无反顾地复刊《译文》、出版《作家》，为提高出版物的水准作出自己的贡
献。而由于上海杂志公司建起的声誉，《作家》连一纸合同都不曾签。翻阅完这并不算厚的一本自传
，随张静庐从清末走到抗战后，与张静庐的人生、出版业作一番沉浮，到终尾才会明了，张静庐投身
出版源于爱书，喜爱做书，也源于责任和理想。他受过读书难的苦，始终未能深造，但也从此立下服
务读者的宗旨。人生辗转，但他始终明白，“出版家的精神堕落比赚钱为目的更可怕，更可忧虑”他
要做的，便是拨开丛林，踏出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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