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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时代先端的编辑学家——郑振铎 

 

李燕晖 

 

【摘要】我国“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学家郑振铎，作为一位合格的作家、文学

家、翻译家，在他辛勤的工作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作为一位出色的编辑学家，郑振铎

主持编辑了诸多对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有着重要影响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里蕴含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技巧，对

我国当代的编辑实践活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郑振铎  出版物  编辑 

 

郑振铎先生“西谛藏书展”即将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开展，随着展览脚步的临近，这位离我们远去已多年

的著名学者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却又逐渐清晰起来。作为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郑振铎先生

在文学、创作、翻译、编辑出版等多方面皆有建树，而我却对郑振铎先生参与编辑的各种出版物情有独钟。我

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郑振铎为我国编辑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几乎可与他在文学、学术上的贡献相提并论，

他参与编辑的各种出版物无不展现了他独到的眼光和对编辑出版事业的创新。如果说文字功底可以体现一个人

的文学修养，那么编辑出版思想则体现了这个人除了所应该具有的文字修养之外，对所处时代文学事业发展方

向的敏感度和感受能力、统领观，而郑振铎正是这样一位对文学事业发展方向有着准确把握，并始终走在时代

先端的编辑学家。 

 

一一一一、、、、    郑振铎与他编辑的出版物郑振铎与他编辑的出版物郑振铎与他编辑的出版物郑振铎与他编辑的出版物    

郑振铎，字警民，又字铎民，常用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他的编辑生涯可以用数量多、质量高两个

特点来形容。首先是数量多。作为现代文人参与编辑出版业的一个典范，郑振铎的编辑生涯可谓多姿多彩。他

一生编辑或参与编辑的丛书、报刊达50多种，可见其数量之大。其次是质量高。尤其是他在二、三十年代所从

事的文学编辑活动，为我国“五四”以降的新文化运动铺垫了一块强有力的基石。 

郑先生最早编辑的刊物是1919年，他利用暑假在家乡编辑出版《救国讲演周刊》，并在返校后创办《新社

会》旬刊，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而真正促使郑振铎积极参与编辑工作的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他先是参加政治活

动，后走向文学运动，其主要标志和起始是1920年底，在北京发起成立我国现代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

学研究会”。从此，他主编并参与主编了许多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刊物。如1921年，主编《学

灯》、《文学周刊》，并在这一年到商务印书馆编译馆工作，开始了他的十年编辑生涯。 

1922年1月，他又主编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读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

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对内容作了革新，反对鸳鸯蝴蝶派，并参

与编辑了《闽潮》、《文学旬刊》等刊物。1931年，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课余编辑

进步文艺刊物———《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之后，主编了《编辑者》、《太白》、《水星》、《东方》、

《世界文库》、《文学研究世界文书》、《大同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文学》、《文艺复兴》

等一批有影响的杂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创办主编了著名的进步政治刊物《民主》周刊。1934年末，郑先生

再次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沦陷后，他不畏日伪迫害，进行地下活动，和胡愈之、周建人、许

广平等组织复社，秘密刊印进步书籍，除出版了《鲁迅全集》外，还出版了《列宁选集》、《苏共党史》等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先生继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任教。于1945年10月，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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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创办了《民主》周刊，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亲美反共政策，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其间还主编了《伟

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等书。 

1949年，他绕道回到解放不久的北京，先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和副部长等职。郑先生初始，

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在主编《小说月报》时，介绍了不少当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并编

著有《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书。后来他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小说、戏曲等方面的研究有很

高的成就，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这是他学术上的主要贡献。

他从搜集文学史研究资料，转而研究版本学和版画，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籍，并编著有《中国版画史图录》、

《楚辞图》等书。 

郑振铎先生的一生差不多有40年从事编辑工作，他所参与编辑的刊物，其中很多是在中华文化学术史上和

中国革命史上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郑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中的组成部分。像郑振铎先生这样具有开放进

步的思想及如此多高质量出版物的出版家是相当难得的。他的这些编辑出版作品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编辑出

版方面的巨大成就，也为当代的编辑出版学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经验。 

 

二二二二、、、、进步的思想与高远的立意进步的思想与高远的立意进步的思想与高远的立意进步的思想与高远的立意    

一种出版物若没有进步的思想作支撑是不能走的深远的，而进步的思想却需要建立在高远的立意上。郑振

铎参与编辑的许多种书籍都是这两者的紧密结合。由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文学季刊》、《文学旬刊》、

《文学》、《文艺复兴》、《儿童世界》等一流杂志，荟萃了全国众多优秀的老作家，发现并培养了许多初出

的、曾名震一时新秀, 尤其是《小说月报》, 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 它在新文化运动

史上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刊物。郑振铎正是利用编辑身份的优势，向读者推荐和宣传

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从郑振铎先生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初走上编辑之路的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因此，他主办的各类刊物无不带着浓厚的进步思想。“五四”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形势

的发展亟需理论的充实与口号的鼓舞，但是限于当时的形势和整体文化素质的制约，真正有思想有内涵的作品

还是少数，郑振铎坚定的选择了新文化思想，而为自己的满腔热血寻求一个倾诉之处，也就成了促使他开始涉

足编辑出版的一大契机。 

但随着《新社会》、《人道》等的被禁，郑振铎感到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于是便邀约同人，成立文学

研究会，创立自己的刊物《文学月刊》，这种不断地寻求一片精神乐土的劲头就构成了他编辑出版的动力源泉。

而这种在他心中不断延续下来新文化精神，也使他日后的出版方向远离了俗套、不切实际和无内涵，而在不断

的丰富和发展中向着更加先进的方向奋进。 

不久之后，他又应邀加入商务印书馆从事正式的编辑职业，对编辑工作便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段时期

应算是郑振铎整个编辑生涯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不仅了解了整个编辑出版流程、学会了各

种编辑技能，为其以后编辑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他对编辑工作的基础理论有了深一层的

认识。并能够较早地接触进步思想并始终与进步的思想保持同步发展，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

原因。  

有了好的思想就需要有好的立意来支撑。编辑过程中立意的优劣，代表着编辑的水平的高低。1945年由他

主编的《民主》周刊成为当时倡导民主思想、促进国内和平的重要文学刊物。刊物中大量为民主党政治、保障

人权的文章，让国民党胆战心惊，以至于《民主》周刊创刊一周年就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三次。这本小小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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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着他的心血和理想，表现他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执着，对人权、民主的追求。 

郑振铎选题思想立意高远，还表现在他后来对编辑出版事业以及在挖掘文学遗产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他编

选、校勘、出版了诸多古典文学书籍，由他主编的《世界文库》，系统地介绍了中外文学名著。这套丛书的问

世得到了生活书店及鲁迅、茅盾等人的大力支持，以鲁迅、茅盾为首的全国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

担任了此丛书的编译委员， 这样雄厚的编译队伍是前所未有的。他的选题计划也是雄心勃勃的，虽然这一计划

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完成，但这一选题在当时仍是惊人之举。 

此外，他还利用编辑出版这一职业便利，抢救和保护了许多对后世极具价值的文化作品。1931年，他与赵

万里等，访见明蓝格抄本《录鬼簿》，曾当夜分头影印，后将影印本交北京大学出版组影印出版。从此中国戏

曲研究必读的这一抄本，方才广为研究者所知。1938年，郑先生抢救下来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是我

国古代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一部戏剧总集，收有元明杂剧242本，其中有100 多种是孤本。这部巨著隐晦近300 

年。郑先生编《清人杂剧初集》(影印) 收清剧9家40种，每家作品后都附有精彩的跋语，叙述其生平等。1944

年，他整理、影印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二函12册，收传奇6种，均极罕见，该书出版后，学界一片赞

扬声。将这些作品保留及出版，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将编辑出版事业带上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正是因为郑振铎先生所具有的进步思想，引领了他的编辑出版事业始终走在时代的先端，而他那渴望追求

可倾诉之净土的迫切需要，也是他编辑出版事业不断进步的源动力。正是有了对于这些出版物的热切期盼和悉

心培养，才造就了他在编辑出版事业的杰出成就。 

 

三三三三、、、、刊物的可读性与传承发展性刊物的可读性与传承发展性刊物的可读性与传承发展性刊物的可读性与传承发展性    

作为出版物，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推广，而不能作成关门学问。不能抓住读者的刊物不能叫做好的刊物，

而不能抓住读者的刊物一定是可读性不高的刊物，但是刊物若没有充足的可读性以抓住读者，最终会严重束缚

刊物的长远发展，但是郑振铎先生以他独到的眼光以及准确的定位，使这些出版物拥有了很大的读者群，而他

制定的各种编辑出版策略无疑也使出版物得到了长足发展。 

刊物的可读性体现在它的内容和形式上，即一方面需要高质量的文章，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刊物样式的编

排。郑振铎在编辑刊物时很注意图文并茂，强调封面、插图的重要性。他认为：“书籍中的插图不是装饰品， 而

是有着其重要意义的，不必说地理、医药、工程等书，非图不明，就是文学、历史等书， 图与文也是如鸟之双

翼， 相辅相助的。”郑振铎参与编辑的《小说月报》，在目录页上都配有插图，每期各不相同，且在内容上强

调文学性，形式上注重精美漂亮。抗战胜利后的《文艺复兴》亦延续《小说月报》的方法，在目录页上搭配精

致的插图，有意地增加了刊物的可读性和群众的喜爱程度。 

在刊物的内容上，由于受到当时文化条件的制约，郑振铎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了通俗文学，即民间文学的重

要性。这也是他编辑出版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谓民间文学，也就是所谓“不登大雅之堂”、 不为士大

夫所重视、 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喜爱的作品。它的范围很广, 像民歌、民谣、小说、话本、戏曲、杂剧、

宝卷、弹词等等。有鉴于此, 郑振铎先生早就注意于此类作品的搜集, 惜乎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 几

乎毁失一空。幸亏他1926 年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和《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他自著的《中国戏曲的选

本》、《佛曲叙录》和《西谛所藏弹词目录》, 是我们现在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 署名西谛选

刊的民歌集——《白雪遗音选》是从清代华广生《白雪遗音选》中选出马头调等百余首。起初书店认为民间情

歌, 内容猥亵, 既无足取, 又冒风险。最后还是开明书店用“鉴赏社”名义印出, 出版以后, 反映甚好。接着

华通书局出版了冯梦龙编的《挂枝儿》, 至此印行民间情歌, 才成为一时风气。1933 年7 月, 他在《文学》月

刊的创刊号上发表论文,《谈金瓶梅词话》, 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并论述它如何成为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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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书”, 它的各种版本, 它的作者与时代等，郑振铎先生对这些作品的坚持造就了广泛的读者群，吸引了普

通大众的阅读热情。 

郑振铎先生还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与建设者。要整理研究郑振铎先生的光辉业绩，不可忽略他在

儿童文学领域的耕耘。事实上，青年时代的郑先生是从儿童文学起步的。也正是他的独特眼光，开辟了儿童文

学这个纯新的编辑出版领域，推动了我国整个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1922年初，我国第一个纯文学的刊物——

—《儿童世界》，在上海创刊。自此，郑振铎先生几乎以全部精力，在儿童文学园地耕耘。他为孩子们写了多

篇童话、图画故事、儿童诗，还有多篇译作。他所写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稻草人》序等论文，提出了

儿童文学建设的系统理论，成为五四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儿童世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过去

儿童刊物成人化的形式，生动活泼的局面赢得了小读者的欢迎，在同年9月出版的《童话·丈人女婿》一书的重

印本封底广告上说《儿童世界》“每期印数都在一万册以上”，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状态下是一个

很大的数字，这也足见这份刊物的受欢迎程度。 

此外，他在出版物的可持续发展上也下足了功夫。郑振铎在编辑《小说月报》时，前面加有“卷首语”，

后面则有“海外文坛消息（或文艺杂坛）”及“最后一页”（相当于现在的“编者的话”）。尤其是“最后一

页”，其中既有下期内容预告，又有读者来信回复等。而郑振铎在每期《小说月报》上还印有“本社投稿简章”，

以表明《小说月报》的用稿要求，这一简章与“最后一页”的内容相互呼应，既让读者了解了投稿要求及方式，

又让作者了解了自己稿件的用稿情况。 

在编辑《儿童世界》时，一开始即声明欢迎老师们的“投稿或见教”。并在《儿童世界》里设立了“通讯”

一栏，刊登读者来信和编者的答复，让读者意识到编辑者对他们意见的重视，鼓励读者更多地关心参与刊物的

发展。 

此外，他利用杂志的封二、封三、插页等位置刊载各类广告,不仅宣传商务印书馆的本版书及杂志,而且宣

传其他出版的优秀作品及期刊。例如,《小说月报》第14 卷第3期上登出《创造社丛书介绍》与《少年中国学会

文学丛书介绍》, 推荐了《女神》(郭沫若著)、《沉沦》(郁达夫著)、《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著)、《革命哲

学》(朱谦之著)、《少年维特之悲哀》(郭沫若译)、《人心》、《小物体》(李颉人译) 等优秀的文学作品。 

郑振铎还意识到书评的重要性,曾在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上辟有“书评”专栏, 并在接编茅盾主编的《小

说月报》后, 仍开设“杂载”与“最后一页”专栏, 同时在与靳以共同主编的《文学旬刊》上专设“杂谭”栏

目,兼容书评、书讯、作家动态等内容。更应指出的是,他于1938 年为《文汇报》的《世纪风》副刊主办了一个

时期的《书评周刊》。正是通过这些有利的书评园地,郑振铎宣传了许多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文学作品，使得

这些优秀的文学出版物能够被大众所知、所读。 

文已到此，仍不足遍及郑振铎先生在编辑出版事业上的巨大成就，笔者也只能以菲薄的文字内容，聊表我

对这位老先生的无限敬仰。在今天物质文化生活高度发展、各种出版物横流的时代，我们也期盼着更多像郑振

铎先生一样，始终走在时代先端、有学识、有鉴识的出版家的出现。我们也正是借着这次展览征稿之机，为郑

振铎先生对编辑出版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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