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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年的!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

!"#$年 %!月 &&日。这刚刚要过去的一
天，对于回到家中的邹韬奋而言，实在也算是
平常的一天。他后来回忆，这时他全部的注意
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
的只是这个问题。这天下午 $点，他赶到功德
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人很多，银行界、
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约
深夜 %%点，邹韬奋离会，回到家中睡觉时已
经 %&点了。上了床他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
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一个多小时
后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仅仅两个
小时，邹韬奋被后门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
惊呼声惊醒。门打开了，'个人一拥而入，其中
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着手枪，做准备开枪的
姿势。邹韬奋被捕了。

这一夜在上海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
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即
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
之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容易被大家
忽略他的职业身份：《读书生活》杂志的创始
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与社长。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年艰苦抗战拉

开序幕。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格局里，“七君子事
件”作为一种标志，所显示的救亡运动的民意
澎湃，意味着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
广泛形成。羁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
所”里的邹韬奋，在看守所里开始写作自传性
著作《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
“转变”（《经历》第 )"章）时间定格于 %"*)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先生 +"%, 年
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
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
创办一年后，%"&$ 年 %- 月由邹韬奋接手主

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
&(--份。'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
纪录的 +'.'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 '万份。这
个发行数字，已与全国最大的日报———《申
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这其间的
变化，如邹韬奋所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
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
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
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
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
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
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
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
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
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
“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
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
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
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
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
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
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很为难。他
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
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
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
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怎么办？邹韬奋
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
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
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
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
周刊盈利，将其 &-/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
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生活》周刊独立了。与此同时，!"*&年 ,月

!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

三联
生活#读书与新知

独立之后的周刊如何运行？在 !"$(年 (

月写成的一份回忆《关于生活书店》里，胡愈
之记录当年：“我向韬奋建议，把《生活》周刊
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
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
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
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但当时国
民党法律，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
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
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的意见，迅速成为生活书店的制
度安排。当时，《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有 &---

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按
!"**年 ,月计算，折合成全部资产为 *.($"

万元（不包括刊物预收订金）。在职的工作人
员（生活书店成立时有职工 &-余人），以过去
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
为入社的股金……《生活书店史稿》评论说：
“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创举，非常适用于这
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文化事业。但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谋社会之改造”的邹韬
奋先生，即或对一间出版社的考虑，至今视
之，仍颇高屋建瓴：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
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
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
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
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在自传性的《经历》里，邹韬奋记录“七君
子”之一的李公朴，是《生活》周刊的热心撰稿
人———“他到美国以后，很热心地替《生活》写
通讯，我和他做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
替所主持的刊物选稿向来是很严格的，他的
来稿并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却不管

这些，总是很兴奋地写来。”!"*0年春，留学回
国的李公朴经史量才同意，决定在《申报》第
七版开辟一个每日刊登的“读书问答”副刊。
这一副刊的编辑阵容颇为强大，艾思奇主持
哲学问题，柳湜主持社会科学问题，夏征农负
责文学问题。这个时候，史量才以及《申报》在
抗日救国问题上，态度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
遭受压力。李公朴觉得，与其这个副刊最终被
当局查封，不如另出一份刊物以求生存。+"*0
年 ++月 +-日，《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
刊。此后的生存与发展轨迹，与邹韬奋先生的
《生活》周刊轨迹曲线相似，+"*'年冬，三联书
店前身的另一家出版机构———读书生活出版
社成立。李公朴、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谌
小岑、李芳等组成董事会。李公朴任社长。

当时，郭大力、王亚南拟合译《资本论》，
先期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最
后找到艾思奇。这个时候，正是李公朴被捕期
间，而同时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困难，刚刚完
成股份重组。在最困难之际，郑易里任董事
长，黄洛峰出任经理。艾思奇找到黄洛峰与郑
易里，他们一致同意出全译本的《资本论》。读
书生活出版社对这一书稿的出版，可谓郑
重———“每月预付郭大力 0-元版税。为了使
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
意提出 &---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门支付
郭、王版税之用。也就在这个时期，后来对三
联书店影响颇为深远的范用进入读书生活出
版社，当时他才 +'岁，就开始设计书籍封面。
那位叫“叶雨”（业余）的设计者，即为范用。
回到全译本《资本论》，按《三联书店简史》

里所述：+"*(年 *月，《资本论》第一卷全部译
竣时，上海印刷条件出现短暂的有利时机———
上海印刷业因战事而暂时萧条，无活可做，印
刷、纸张、材料价格较为低廉，黄洛峰和郑易里
商议，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资本论》一、
二、三卷一气呵成，而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一卷。
0月，郑易里打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到上海采
取边翻译、边排版的流水作业方法，以加速《资
本论》的出版……郭大力绕经香港前往上海，
下榻于仅两间小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资本
论》译、排、校、印流水线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
昼夜的奋战，《资本论》第一卷（(月 *+日）、第
二卷（"月 +'日）、第三卷（"月 *-日）全部出
齐。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八十年

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80岁的三联书
店，它的历史，当然浓
缩了我们时代的信息；
同样，它也在以自身的
努力，回应着时代的命
题。本文摘自《三联生
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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