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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务通讯》排印本》

前言

生活书店的确曾经办过一个《通讯》，那就是《店务通讯》。它是生活书店的一个内部刊物，1938年1
月22日在汉口出版第1期，至1941年1月31日于重庆停刊，共出版108期。《店务通讯》为油印16开本，
开始大致是一周左右出一期，散装；后来，为了紧缩开支，曾改为半月刊，月刊，册子形式。另外，
生活书店还出版过壁报性质的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生活书店在抗战初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分
支店突然加多，干部也随之分散到了各地，彼此的意见难于沟通；同时，事业的迅猛发展也使书店在
组织上、工作上和人事上时有脱节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决定要办一个内部
刊物《店务通讯》来解决这些问题。《店务通讯》创办的时候，“动机很单纯”，只是“报告一些关
于总分店办事处的业务进行计划、出版界消息、文化人动态以及各店和办事处的扩展情形、同仁的生
活近况等等”，总之，偏重于业务上的互通消息和联络。编辑人员也没有固定，“只是与业务上有联
系的同人，发生着一种不固定的关系”。在前100期中，执笔撰文的同人共有76人，笔名并入原作者计
算，其中有34位作者只写过1次（见《百期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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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务通讯》排印本》

内容概要

《 排印本(套装共3册)》内容简介：1939年8月，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某机关有一个对生活书店颇为热心
的朋友跑来告诉韬奋一件“秘密消息”，说他曾经看见一个“报告”，里面说：“书店方面有一通讯
，内容系指须保守秘密，现在时候尤须特别谨慎，以避免政府方面之捕缉，万一不幸，虽在严刑拷问
之下，亦须咬紧牙关"等等。韬奋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只能把这种拙劣捏造的"报告"称之为"不可思议
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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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务通讯》排印本》

章节摘录

插图：但他们除了告诉我们最近前方的一般情形之外，并且告诉了我们其他更多的一切——杜先生告
诉了我们：日寇几十年来处心积虑地在预备着侵略我们的种种，并报告到徐州去视察情形（请参观抗
战第六十期），陆先生告诉我们在前线或敌人后方组织民众的方法和故事。他先从怎样做“民众工作
”讲起，他说有一班热心救亡的青年下乡去，带着满腔的希望预备好好地干一番，他们要去说服民众
，向民众宣传，把民众们组织起来，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做民众工作者不
知道“民众工作”的方法。以下他就用诙谐、生动的句子，述说着那些他也是听得来的怎样动员民众
的故事：⋯⋯在一个小村子的出入道上，有一间破旧的小草屋。冬天来了，各地的土匪多如牛毛，村
长李四爷发起了要守卫这个村庄，于是这间小草屋变成了这村庄上的一个重要的守望岗。每天夜里，
村庄上的年轻人在这里轮流着守夜，做民众工作的那个人（假定我们叫他老张吧！）也参加在他们里
面。天很冷，小草屋外面的风雪很大，老张向李四爷提议顶好每天夜里能预备一盆炭火，一锅子小米
粥，让守夜的人暖一暖肚子。这间小屋子现在是满室生春了，每天晚上，村庄上的年青人他们都高兴
跑到这里来，不轮着守夜的人就随便烤烤火，喝一点粥，聊聊天，他们的谈话，大都集中于怎样防卫
土匪的问题上。近来，这村庄上起了一点小小的骚动，白天，时常有搬场的小车子经过这村庄，有时
隐隐的听得到辽远的地方有炮声。谣言蠡起，说是东洋人打来了。今天晚上，小草屋里更显得暖烘烘
起来，李四爷也衔了烟管坐在一个角落里。谈话自然是着重在东洋人来了怎么办的办法上。东洋人来
了怎么办？大家正是议论纷纭，有的主张跟东洋人拼命，有的主张逃走，有的主张⋯⋯。“四爷！你
的高见认为怎样？老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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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复刊号终于这样匆忙地刊出了，不够与不满意处自然在所难免，但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并不是完全没
有，如胡绳先生的“学习的第一步”，正当在本刊第一次与同人见面时刊出，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希望同人们因此能在阅读与写作上获得进步，而本刊殷望同人协助之处，亦正寄托在这一点上。本刊
系完全遵照百期店讯社论所指示之原则进行的——即：所有文字概经干事会与重要负责人商决刊出。
至于作为编者的我只负协助干事会编委会处理编排等次要责任。本刊拟请各地特约撰稿人，（同人为
限，权利为按期寄奉本刊）盼各地自治会代表推荐，并随附文稿。函转总处自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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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务通讯》排印本》

编辑推荐

《排印本(套装共3册)》：我们对于干部教育非常注意，每星期有油印的《店务通讯》一小册，分发到
布满全国各重要地点五十余处分店同人公阅，我在每星期的《店务通讯》里都写有一篇文章，对全体
同人指示有关文化的重要问题及工作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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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实在没想到，生活书店竟然重张开业了；第八期的《读书》开卷便是四篇关于恢复设立生活书店
的笔谈，里面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同的政治环境，生活书店还会是那个生活书店吗？
2、书生的政治癖+追求”进步“是病
3、有的很无聊，有的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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