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6年的上海迎来了真正意
义上的“读图时代”，标志之一便是
该年《良友画报》在上海出版，创办
者是独具慧眼的伍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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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在上海
———在沪期刊“读图时代”的开创

! 陆其国
! ! ! !伍联德生于 !"##年，广东台山县人。父
亲伍礼芬，早年赴美，在纽约唐人街打工挣钱
供养国内家人。后来开了家洗衣铺。这期间伍
联德由伯父带到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小学读
书，直至读完大学预科。伍礼芬希望儿子赴美
读大学，但伍联德拒绝了老爸的安排。此前上
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伍联德与同学陈炳洪合
译的一本有关美术的书《新绘画》，两人得了
三百元稿费后游上海，并参观了商务印书
馆，伍联德由此对出版大感兴趣，希望日后
能进入上海出版业。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见
状，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推荐
信。张元济知道伍联德即是《新绘画》一书译
者，即予录用，由当时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
五安排伍联德主编刊物《儿童教育画》，伍一
干就是三年。此际他还和一位姓莫的同事合
作创办儿童刊物《少年良友》，内容主要是有
关德育故事、历史故事、科学常识、益智游戏
的连环画。然而因为当时在上海已有商务的
《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少年
良友》难与竞争。伍联德由此憬悟，做出版必
须要有自己的印刷所，这样才能既减轻成本，
又不受制于人。
办印刷所，钱从何来？伍联德想到有位同学的父

亲在香港广东银行任经理。经该同学牵线，那位父执
热情支持有志创业的伍联德，借给了他五千元。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终于在上海挂牌成立。伍联德又把昔
日同学余汉生从广州邀请到上海，与他共同经营。

!"$%年 &月 !%日，良友印刷所正式开张。伍联
德懂美术，但不懂印刷。不懂就努力钻研，求教工
人。“良友”的工作质量不断提升，业务蒸蒸日上。此
时志存高远的伍联德又想办一份大型画报。合伙人
听了却吓一跳，觉得太冒险，弄不好会把印刷所也
赔进去。伍联德为让合伙人宽心，表示画报如办成
功，赚了钱利益归大家；万一失败赔本，损失由他一
人承担。
“就这样，他单枪匹马，集稿编写，监督印刷，事

事亲自参加。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在印刷所开办
了七个月之后，一本连伍联德自己也承认是冒险的
新型画报面世了。他念念不忘他从前的《少年良友》。
他把画报的英文名字仍称为‘'() *+,-. /+0!

123-4+-’。”也就是后来人们交口称赞，名传遐迩
的《良友画报》。
《良友画报》一炮打响，伍联德一连主编了四期；

创刊号从选题策划、编辑，甚至封面上“良友”两个美
术字和双鹅商标的设计，都出自他的手。《良友画报》
无意于“高、大、上”的定位。翻开杂志，扑面而来的就
是一股浓浓的都市生活气息。就在《良友画报》办得
风生水起，饮誉社会的时候，伍联德却已在想着要
把“良友”这个不大的出版机构做大做强。为让自己
有更多时间投身此事，他决定从繁杂的杂志工作上
抽身，于是便邀请素有“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之
称的作家周瘦鹃加盟《良友画报》，继任主编。但周
瘦鹃是大忙人。!"$&年 5月，继周瘦鹃后，时年 $$

岁的梁得所担任《良友画报》主编。梁是在山东齐鲁
大学读书时，因到上海联系印刷事宜，伍联德与他
相识，并激赏梁。后来梁任职《良友画报》，与伍联德
合作，堪称珠联璧合。!"$&年北伐成功，在伍联德主
持下，由梁得所编辑出版了《北伐画史》，出版后行
销数万册。
马国亮是继梁得所后的《良友画报》又一任主

编，他曾说：“伍联德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画报
的创始者，而梁得所是把画报革新，奠定中国画报地
位的第一个编辑，在中国画报史上，两人的业绩都是
不可磨灭的。”在梁任上，《良友画报》作者队伍出现
了一些新面孔，如田汉、郁达夫、自学成名的画家司
徒乔。司徒乔曾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个展，其中一幅
描绘穷人被凌辱现象的速写，被鲁迅买下。司徒乔也
由此得到鲁迅赏识。经司徒乔介绍，梁得所如愿拜识
鲁迅。当梁将近期出版的《良友画报》递给鲁迅时，大
胆说出想为先生拍照的意愿。鲁迅边翻看手中画报，
边不无风趣地表示，这上面的照片都是些总司令之
流的名人，而他又不是名流。梁赶紧回应，称许多读
者读了鲁迅先生的著作，都希望能目睹先生的真面
目。画报后来选登鲁迅照片时，配发了梁写的访问记
和司徒乔的一幅速写。上世纪三十年代赵家璧加盟
“良友”后，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和《新文学大系》时，
也得到了鲁迅大力支持。

! ! ! ! !"$6年春，正在上海读高三的赵家璧
为学校联系印刷《光华年刊》一事，走进开
业不久的良友印刷公司，与“良友”创办人
兼总经理伍联德相遇、相识。
伍联德和赵家璧一见如故，伍对赵说

“在文化落后之我国，藉图画作文化普及工
作，最为适宜”的话，令他印象深刻。

三个月后，《光华年刊》如期出版，账
目结清，赵家璧向帮助过他的谢志理和伍
联德道谢时，赵建议伍联德办一本以大学
生为读者的画报，刊名就叫《中国学生》。
伍觉得这建议不错，便请赵把创办《中国
学生》的出版意图，编辑方针，栏目设置，
读者对象，估计销路等，写一个书面计划，
尽快交给他。
几天后，赵家璧写出计划书，并寄给

伍。他觉得建议采纳与否，那是伍的事。
一日，伍联德突然驾车到光华大学找

赵家璧，说他决定采纳赵的建议，并想请赵
担任《中国学生》主编。时为 !"$6年深秋。伍计划
刊物于 !"$"年元月创刊，所以希望赵准备进入
“良友”。

伍联德的信任，让赵很感动，赵觉得这也是自
我发展的一个机会。伍为了让赵尽可能轻松上任，
特意请来自己早先在岭南大学的同学、富有编刊
经验的明耀五暂任《中国学生》主编，赵当助编。

!"$"年一月号《中国学生》创刊号出版。明耀
五即辞职赴湖北省教育厅就职。赵家璧正式任《中
国学生》主编。《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也为赵家璧
打气，让赵放手干，说遇到问题，尽管找他。

赵果然不负伍所望，将《中国学生》编得风生
水起，发行量一路攀升。各界知名人士袁牧之、柳
无忌、储安平、潘序祖等经常投稿。直到“九一八”
事变发生才停刊。接着，赵在伍联德支持下，主编
《一角丛书》。此际“左联”作家郑伯奇参加“良友”
编辑工作。在郑伯奇影响下，赵酝酿创办《良友文
学丛书》，由此开始结识大批左翼作家。不久赵毕
业，伍正式请赵进入“良友”。在伍联德支持下，赵
充分施展才干，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文艺丛书、丛
刊。

!"55年 !!月 !$日，艺华影片公司遭捣毁；
次日“良友”门市部玻璃橱窗被特务砸碎，并收到
恐吓信……这些行径，激起鲁迅强烈愤慨，他在
《准风月谈》“后记”中写道：

自从艺华公司被击以后，上海电影界突然有
了一番新的波动，……

但“铲共”又并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时遭到覆面英雄们的袭击了。
……
鲁迅说的“出版界”，即是良友公司。“良友”遭袭那天，赵家璧正在编辑部工作。

公司遇袭后，大家纷纷下楼去探究竟。只见“偌大的西面玻璃橱窗，靠右那一边被击
破一大角，布置在橱窗里的书架和画报新书，东倒西歪，窗盘里满地是碎玻璃片，马
路上围了一大群路人在看热闹”。
当时《良友画报》主编是马国亮，他和赵家璧一起，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关介绍苏

联的书籍，这在当局眼中属大逆不道。赵家璧等“良友”人因此被当时的上海市教育
局局长潘公展召去“约谈”。之后潘指责“良友”管理不力，尤其是赵家璧、马国亮与
共产党有密切关系，要求“良友”辞退赵、马二人。但伍联德没有听从。于是两个多月
后，就发生了前述“良友”门市部玻璃橱窗被砸事。这还没完，事后潘公展又要求赵
家璧、马国亮在《申报》刊登启事，表明他们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今后不出同类书籍
或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

蹊跷的是，潘很快又改变主意，说不必刊登启事了，但要赵、马二人以真名在
他主持的《晨报》副刊各写一篇短文，内容自定。此后潘果然再没有找“良友”和赵、

马二人麻烦。直到“文革”
结束，赵家璧与马国亮在
上海劫后重逢，谈起当年
这段往事，马国亮告诉赵
家璧，他也是后来才知
道，!"57年初，伍联德曾
赴南京找老朋友甘乃光，
再转托一位有影响的国
民党左派要人出面，指责
政府对民营企业“良友”
施暴，潘公展自知理亏，
才见风使舵，改为要求
赵、马二人为《晨报》撰
稿。一来表示姿态，二来
挽回面子。

! ! ! !马国亮是梁得所介绍进入“良友”
的。他俩是广州培英中学校友，梁比马高
一年级。当梁应伍联德之聘进入“良友”
时，马正读高三，后因家庭经济接济不
上，中断学业到上海找梁得所，梁遂介绍
马进“良友”。马会画会写，伍联德后来把
马国良这些作品结集出版，还亲自为马
这本书设计封面，令马感动不已。马任职
刚过一年，即编辑《良友画报》，不久又担
纲兼任公司另一本月刊《今代妇女》主
编。

!"55年夏，梁得所离开“良友”。离
开前，梁已与伍联德、明耀五、陈炳洪在
合作编印宣传中国社会风貌的大型摄影
画册《中国大观》。《中国大观》于 !"57年
7月出版发行，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教
育、农工商、交通、名胜、都市、建筑、美
术、家庭、妇女、体育、电影、戏剧、社会等
各个方面，甫一问世即广受欢迎，尤其是
出国多年的海外华侨，觉得它生生透出

祖国新气象。
《中国大观》取得巨大成功后，伍联德又组

织“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赴全国采风摄影。蔡
元培曾赞叹道：“我国土地的广大，历史的悠远，
久已为世界所注目。海禁大开以后，各国的学
者，到内地探险考察的，不胜计数……我国人士
对此，尚无自动的组织，可称遗憾。良友公司自
创刊《良友画报》以来，以图画之力，介绍我国的
国情风俗于海内外，成绩昭著，久为识者所钦
佩。现在又组织摄影旅行队，将遍游全国，采取
壮丽的山川，淳美的风俗，以及种种新的建设，
都收之于印画，宣示世界，以为文字宣传的佐
证，其目光远大，实堪称赞。”
这支队伍的领队即梁得所。他们于 !"5$年

"月 !%日从上海出发，奔赴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西南诸省……沿途各地军政及地方团体纷
纷向他们伸出援手。他们将一路上拍摄的照片，
自行冲洗后及时寄回上海。这些珍贵照片，后来
除在《良友画报》陆续发表外，还精选出一部分，
先后在上海、南京、汉口、北平、香港、广州、天津
等地办巡展。
值得一提的是，摄影队出发前，上海发生

“一·二八”事变，《良友画报》被迫暂时停刊，“良
友”迁英租界江西路办公。马国亮则即刻赶赴香
港，筹备《良友画报》迁港复刊事宜。在上海的公
司于“八一三”事变一周后，相继出版《战事画
刊》、《战事画报》，及时纪录、报道上海抗战情
况。这时候，《良友画报》上署名“虚舟”所写探讨
国际问题的文章，因其条理分明的解析，引起广
大读者关注，尤其《中国在国联大会的前途》一
文，深刻揭示了日本强占我东北的阴谋……
“虚舟”正是创造社著名作家郑伯奇。郑在

“良友”曾给予赵家璧和马国亮很大帮助和影
响。赵家璧编《良友文学丛书》时，想请一流作家
撰稿，想到的第一人就是鲁迅。郑不仅鼓励赵找
鲁迅先生，还为他与先生作了沟通和安排。鲁迅
知晓赵的要求后，答应将手头一部已快编成的
翻译小说集给赵。后来赵编纂《中国新文学大
系》，又是郑伯奇陪同赵上门请鲁迅编选《小说
二集》。所以赵对郑一直心存感激，说“如果没有
伯奇，我不可能走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道
路”；“‘良友’也不可能出版那么多当时曾产生
过一定影响而至今还受人称颂的文艺作品”。
“八一三”后，《良友画报》迁往香港出版，公

司遂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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