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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小说界的阅读文化由单调启蒙转变为多元兴味。 清末小说编创者的读者

意识明显加强， 但其对读者的态度却总以居高临下的启发蒙昧为主导。 民初各阶层读者与编

创者积极互动， 为小说 “兴味化” 潮流推波助澜。 他们将清末重视名家名作名刊的观念上升

为核心关切， 在热烈谈论中抒发对民初小说繁荣的赞美。 他们将看不见的 “市场之手” 暴露

出来， 既高度肯定它的积极推动作用， 也强烈批评过度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危害。 这些读者反

应不仅关系到当时小说作家作品报刊的声名， 亦影响到某些小说类型的兴衰及小说创作观念、
小说语体与文体的变迁， 是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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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小说研究不断深入， “读者” 议题日益引起学界关注。 不过现有成果大多探讨近代小说

读者构成、 编创者的读者意识及其影响等①， 对读者反应这一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重要维度尚缺乏探

讨。 这就导致近代小说读者研究中本该是最生动直观的部分被遮蔽。 基于此， 本文拟对读者在清末民

初小说界阅读文化转变中的具体反应展开系统考察， 以期揭示这些反应对于中国小说现代走向深刻且

微妙的影响。

一　 由单调启蒙到多元兴味

中国小说由不登大雅之堂到 “为文学之最上乘”②， 是清末 “小说界革命” 以后逐渐变为现实的

事。 这一事实的形成既基于 “新小说” 理念之倡导和作者著译之实绩， 亦有赖于读者的购买、 阅读和

接受。
作为清末维新派从事宣传的核心人物， 梁启超对当时的报刊界和文学界都非常熟悉。 他倡导 “小

说界革命”， 乃是意识到 “人之好读小说， 过于他书”， 意欲 “借小说家言， 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 激

厉其爱国精神”③。 他创办 《新小说》， 则是想发挥报刊传播广泛快捷之长。 从此， 清末小说界迅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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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以新兴报刊为载体、 以新民救国为主调的阅读文化， 其突出表现是强调读者应阅读与改良社会有

直接关系的 “新小说”。 清末十年间， 从 《新小说》 疾呼 “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

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到 《绣像小说》 指出 “欧美化民， 多由小说， 榑

桑崛起， 推波助澜”①； 从 《新新小说》 将梁氏 “欲新社会， 必先新小说” 推进为 “小说新新无已，
社会之变革无已”②， 到 《新世界小说社报》 宣称 “过去之世界， 以小说挽留之； 现在之世界， 以小说

发表之； 未来之世界， 以小说唤起之”③， 当时主流报刊无不以刊载 “新小说” 招徕读者。 “新小说”
的著译在这种文学救国的时代氛围中， 借助正在崛起的新闻出版业的力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正如

吴趼人所感慨， “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 几于汗万牛、 充万栋， 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

也”④。 不过， 从拥有读者的实际情况看， 清末读者对 “新小说” 还存在着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 如公

奴 《金陵卖书记》 所说， 在 “新小说” 出现之初， 因其 “开口便见喉咙” “于小说体裁多不合” 而销

售不良⑤。 在 “新小说” 发展了几年之后， 情况有所好转， 但据徐念慈 １９０８ 年统计， “今之购小说者，
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 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 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
有才力、 欢迎新小说者， 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⑥。 这一统计显示出 “新小说” 的阅读主体是趋新的士

大夫阶层。 对此， 袁进有过详细考察， 他指出： “从 １９００ 年到 １９１２ 年， 又是士大夫大批移居上海的时

期， 先是庚子事变， 后是辛亥革命， 上海的租界成为士大夫避难的庇护所， 从而扩大了小说市场。”⑦

这种阅读主体比较单一的情况实际是由清末小说界过分强调政治启蒙的单调阅读文化造成的。
至民初， 上海现代文化市场进一步成熟， 要求小说作家兼顾 “市场法则” 与 “艺术法则”。 在补

“新小说” 寡味少趣之弊， 纠时下小说卑劣浮薄之偏的过程中， 民初小说界形成了小说 “兴味化” 主

潮， 以满足读者的多元兴味为著译宗旨， 从而使读者范围空前扩大。 居住在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的那些

正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士大夫文人， 在此时已变成读写 “兴味化小说” 的主导力量。 他们编辑报刊、 撰

译小说， 将目标读者由本阶层扩大到社会各阶层。 如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２ 年第 ３ 卷第 ７ 期曾刊登 《本社

特别广告》， 将目标读者定位在士大夫文人、 新兴市民及学生等阶层， “故能雅驯而不艰深， 浅显而不

俚俗。 可供公暇遣兴之需， 亦资课余补助之用”。 《礼拜六》 则将目标读者锁定为从事于各类职业的传

统文人及市民阶层， 声明之所以将刊物命名为 “礼拜六”， 是因他们 “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暇读小

说也”⑧。 《眉语》 在将目标读者定位为 “雅人韵士” 的同时， 着意强调为才媛服务⑨。 《〈小说画报〉
例言》 宣称 “本杂志全用白话体， 取其雅俗共赏。 凡闺秀、 学生、 商界、 工人无不咸宜”�I0， 大有供当

时所有阶层阅读之意。 从现存史料看， 民初小说的实际读者主要是正在市民化的士大夫文人、 新兴都

市市民 （各类职员、 产业工人、 商人、 医生、 律师、 教师及其家属等）、 各类学生， 此外还包括其他

各阶层。 “新文学革命” 兴起后， 一批热爱 “新文学” 的读者逐渐分化出去。 不过， 由于 “新文艺小

说” 过于欧化， 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这种分化还非常有限， 用瞿秋白的话说， 读者 “几乎完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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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新式知识阶级———欧化的知识阶级”①。
民初报人小说家身处传统文化解构、 各种文化混杂、 中西思想交锋、 政局十分混乱的时代语境中，

所面对的读者的思想、 文化及政治立场都非常复杂。 要想最大范围地占领市场， 主张 “以兴味为主”②

的确是一种上佳策略。 毕竟一篇小说首先要能引起读者兴味， 才能让读者进入实际阅读过程， 否则根

本谈不上获得什么思想、 文化、 道德等方面的教益。 实际上， 读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阅读小说， 都有

娱乐消闲、 情感宣疏以及文学审美的需要， 民初小说家针对这些需要而主倡兴味， 自然能够抓住最广

大的读者。 翻检民初主要的小说报刊， 其发刊词、 广告语、 编后记等无不彰显以读者为本位的 “兴味

化” 编刊宗旨， 例如 《民权素》 创刊号 “第二集出版预告” 里赫然用大字印着 “文学的、 美术的、 滑

稽的”③； 《〈礼拜六〉 出版赘言》 宣称 “晴曦照窗， 花香入座； 一编在手， 万虑都忘； 劳瘁一周， 安

闲此日”； 《〈小说大观〉 例言》 宣布 “无论文言俗语， 一以兴味为主。 凡枯燥无味及冗长拖沓者皆不

采”④； 《星期》 为增强读者兴味专设 “谈话会” 一栏， 其缘起中说 “必吸引阅者之意思， 为之发表于

杂志， 则阅者之兴味浓厚， 而杂志之价值增高”⑤。 在民初小说报刊上， 与这些力倡兴味主张相配套的

是发挥小说的通俗教育功能、 文言白话兼用、 撰著翻译并重以及雅俗共赏等主流表述。 这便形成了多

元开放的编创旨趣， 从而改变了清末 “小说界革命” 强调小说为 “群治” “国家” “思想启蒙” 服务

的单一色调， 与各阶层读者共同打造出了一种注重娱情审美、 寓教于乐， 关注 “个体” “家庭” “生活

启蒙” 的阅读文化。

二　 读者—编者—作者的互动转换

在清末小说界强调政治启蒙的阅读文化中， 小说编创者的读者意识虽明显加强， 但其对读者的态

度却总以居高临下的启发蒙昧为主导。 例如， 梁启超认定 “西国教科之书最盛， 而出于游戏小说者尤

夥； 故日本之变法， 赖俚歌与小说之力。 盖以悦童子， 以导愚氓， 未有善于是者”⑥， “故今日欲改良

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严复、 夏曾佑指出，
“天下之人心风俗， 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 “闻欧美、 东瀛， 其开化之时， 往往得小说之助”⑦。 康有

为强调： “仅识字之人， 有不读 ‘经’， 无有不读小说者。 故 ‘六经’ 不能教， 当以小说教之； 正史不

能入， 当以小说入之， 语录不能喻， 当以小说喻之； 律例不能治， 当以小说治之。”⑧ 在 “新小说” 倡

导者这一编创宗旨的指引下， 清末读者始终处于被教化的地位。 与 “小说界革命” 相伴生的清末 “白
话文运动”、 小说专刊以及各类小说作品所设定的假想读者均以知识水平较低、 西方政治文明未开化者

为主要对象。 因此， “白话 （读者）， 是普遍中下社会， 妇孺孩童”⑨、 “藉思开化夫下愚” （《本馆编印

〈绣像小说〉 缘起》）、 “新译小说者不可不以风俗改良为责任”�I0 这一类话语充斥于清末小说界。 然

而， 这种读者定位显然脱离现实， “新小说” 的阅读主体实际是趋新的士大夫文人阶层。 于是， 在

“新小说” 招牌不变的前提下， 一些小说编创者开始关注读者的阅读口味， 强调编创小说应该雅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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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兼顾 “有益” 与 “有味”， 着重在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上做文章， 以凸显小说的文学审美性。
略举数例， 《北京新报》 标榜 “体裁明显， 有益人心， 识字多的看了不厌， 识字少的看了明白”①；
《〈时报〉 “小说栏” 发刊辞》 声称 “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 或自撰， 或翻译， 或章回， 或短篇， 以

助兴味而资多闻。 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②； 吴趼人相信可以 “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 为德育之

一助” （《〈朋小说〉 序》）； 黄人揭示小说实质是 “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③， 徐念慈也凸显小说

的审美特质， 称其为 “殆合理想美学、 感情美学， 而居其最上乘者”④。 如此一来， 至辛亥革命前夕，
追求小说 “兴味” 慢慢成为小说界的一种独立声音， 读者反应才真正被重视起来。

进入民国， 读者对富有兴味的新出小说普遍欢迎， 上至士大夫文人阶层， 下至城市底层民众， 纷

纷购阅。 小说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 接受通俗教育的重要渠道， 文化商品消费的重要部分。
较之清末， 民初小说界的特殊之处是编创者摆脱了那种自上而下的启蒙心态， 他们对读者阅读反应的

关注体现为一种平等交流。 他们主持的报刊上常常设置与读者互动的专栏， 发表分享阅读感受的小说

话， 刊登与读者之间的往复信函。 这些材料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当时读者比较真实的阅读反应。
早在小说 “兴味化” 潮流初起的清民之交， 包天笑与陈景韩在创刊 《妇女时报》 时就声明拟设置

“读者俱乐部” 栏目， 希望 “与爱读诸君相切磋” （《妇女时报》 １９１１ 年第 １ 期）； 在推出两期后， 改

设 “妇女谈话会”， 又连刊多期。 这两个栏目开启了民初报刊编创者与读者频繁互动的时风。 此后，
王钝根主编的 《申报·自由谈》 推出了 “自由谈话会” 专栏。 该栏目从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始， 持续到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止， 为 《申报·自由谈》 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时， 还进一步形成了编创者与读者互动

研讨的现代都市阅读场域。 １９１８ 年王蕴章重新主持 《小说月报》 时， 为 “鼓励小说家之兴会， 增进阅

者诸君之趣味”， 从第 ９ 卷第 ４ 号开始设立 “小说俱乐部”， 这一举措有效地加强了编创者与读者的互

动， 培养了一批忠实读者。 进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在新的办报热潮中涌现出的 《半月》 《星期》 《小说

日报》 等刊物也纷纷开设这类栏目， 吸引读者参与， 在满足读者兴味的同时也积极引导他们的阅读品

味， 从而形成忠实的读者群。 下面， 我们通过考察 《星期》 所设 “星期谈话会” 来进一步认识读者与

编创者的互动转换。
《星期》 一共出刊 ５０ 期， “星期谈话会” 从第 １ 期开设一直持续到第 ３１ 期， 是同类栏目中的佼佼

者。 编者设置该栏目的核心意图是让读者产生这是自家刊物的意识。 由于该栏目声明 “阅者如有所闻

见， 有所感想， 咸可于是栏发表。 文字不必长， 每条百余字， 或数十字足矣” （《〈星期谈话会〉 缘

起》）， 这就让读者有话可说， 仿佛是开了一个纸上聊天室。 从撰稿者来看， 除主持 “谈话会” 的毕倚

虹及马二 （冯叔鸾）、 （蒋） 吟秋等少数人是成名作家外， 诸如静年、 圣劳、 春雪等多数是普通读者。
该栏目内容五花八门， 有的对时事热点发表看法， 有的谈论各种生活知识， 有的闲谈各界趣闻消息，
有的记录一己日常悲欣。 这类杂谈虽然琐碎， 但大大激发了读者购阅 《星期》 的热情。

当然， “星期谈话会” 中对于了解当时读者反应最有价值的是闲谈小说的小说话。 在这些小说话

中， 有读者向作者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如， 品品忠告小说家要 “对于近来的社会思潮， 世界近状， 见

识见识” （１９２２ 年第 ７ 期）； 天聪指出作社会小说要亲历亲闻， 否则便会失真 （１９２２ 年第 ３ 期）； 圣劳

则认为写下流社会的小说只能偶用下流社会的口吻 （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０ 期）。 有的读者表达了对 《星期》 及

所刊作品的赞赏， 如梦兰说： “星期日由礼拜堂出， 每苦无事消遣。 《星期》 既出， 可以把晤， 而不复

叹作么生矣。” （１９２２ 年第 ６ 期） 羽白评卓呆 《老牧师》 说： “命意高超。 此君另有一种冷隽笔墨，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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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芷沅 《祝 〈北京新报〉 三周年词》， 《北京新报》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时报〉 “小说栏” 发刊辞》， 《时报》 清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１９０４. ６. １２）。
摩西 《〈小说林〉 发刊词》， 《小说林》 第 １ 期， 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正月。
觉我 《〈小说林〉 缘起》， 《小说林》 第 １ 期， 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



淡数语， 蓄意无穷， 颇不落一般文人窠臼。” （１９２２ 年第 ５ 期） 对于编辑部和卖文者， 读者们也有话要

说， 比如拈花谈编者看到投稿中的坏小说和好小说， 肯定会有苦乐两重天的感觉 （１９２２ 年第 ６ 期）；
天聪直斥按字计酬的资本主义将小说家逼成了小说佣 （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１ 期）。 针对 “新文学家” 的一些激

烈言论， 不少读者也表达了反感。 对于当时中外小说界的其他情况， 这些小说话也有零星反映， 如无

虚谈到 《自由谈·小说特刊》 吴灵园所辑 “诗的小说” 深契其心 （１９２２ 年第 ７ 期）； 玄华对 《佛学丛

刊》 停刊导致小说 《串珠记》 连载中止感到遗憾 （１９２２ 年第 ４ 期）； 无诤认为当时自著的侦探小说很

少， 而译作良莠不齐 （１９２２ 年第 ２８ 期）， 等等。 整体来看， 上述小说话发挥了资闲谈的文类优势， 虽

三言两语不够深入， 却能为了解当时读者真实反应提供珍贵一手资料。
小说话是民初读者与编创者进行互动转换的主要文类， 作者以报人小说家为主。 他们既是所主持

报刊的编者、 作者， 又是他家报刊和作品的读者， 因此常常转换不同身份撰写小说话。 正如马二先生

所说： “我虽然也是著作者中的一份子， 同时也是读者中的一份子。”① 于是他就以小说话的形式发表

《一个小说读者的意见》， 请求作者和编者据其意见实行改革。 民初一般读者也喜欢通过这种闲谈方式

来表达阅读感受和对小说界的看法， 有时还因受了报人小说家所谈话题的吸引而参与讨论， 从而形成

互动。
当民初报人小说家通过报刊发刊词、 宣言、 例言、 广告等号召打造多元兴味的阅读文化时， 从读

者角度闲谈的小说话也充当了 “同盟军”。 这些小说话同样强调小说的审美性、 趣味性和 “小说性

质”②。 例如， 云衢 《小说谭》 说： “爱看报的主儿， 差不多的， 都爱看小说， 并且看小说， 比那看演

说、 看时评、 看新闻的兴味， 还要浓厚。 ……作小说的人， 再作得有趣味、 有意致， 更得要引人入胜

了。”③ 这便很直接地反映出当时读者看报最爱看小说， 看小说是为了获得消遣和审美的普遍心理。 这

与当时报人小说家力倡小说 “兴味化” 的主张正相吻合。 这篇小说话同时强调 “小说于世道人心、 风

俗教化， 大有关系”， “不可单把他当个游戏物、 娱乐品”， 否则 “那流弊就大了”④。 这也与报人小说

家强调小说应 “有益于社会、 有功于道德”⑤ 一样。 孙绮芬 《小说闲话》 则从读者接受角度谈到作小

说应有 “小说之精神” “文学之兴趣”⑥， 惟其如此， 才能 “有兴味而能动人”⑦， 或 “读之为浮一大

白”， 或 “令人不忍能卒读， 又不忍不读”⑧。 从上述小说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民初读者与编创者一样

追求小说 “兴味化”， 三者声音共同汇成了主倡 “兴味” 的时代强音。
由于民初小说话的首发载体是报刊， 往往对报刊上登载的小说及相关作者、 编者展开即时评论。

如关于 “倡门小说” 的讨论， 求幸福斋主人与马二先生在 《晶报》 上以小说话形式展开唇枪舌剑。 先

是马二先生 《嫖学著作底大流行》 质疑 “倡门小说” 的价值和效果。 而后求幸福斋主人因不满于他的

讽刺和否定而撰 《论嫖学著作》， 不仅强调 “倡门小说” 的存在有其必要性， 还讽刺马二先生也是

“倡门小说家”。 接着， 二人又分别写了 《与海鸣论嫖学著作》 和 《嫖著之余波》 互相辩难⑨。 这番对

特定题材小说的辩论在当时必定招徕更多读者的关注， 也有助于廓清一些创作上的具体问题。 又如

《最小》 上刊登的凤云女士、 无虚生与江红蕉的几篇小说话， 是读者与作者针对具体作品的来往论难。
先是凤云女士撰 《读 〈家庭〉 杂志有疑》， 指出 《家庭》 主编江红蕉的小说 《嫁后光阴》 中出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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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二先生 《一个小说读者的意见》， 《晶报》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３ 日。
了磨所谓小说性质是指小说 “其境也真， 其情也挚， 最足以动人心志， 启人智慧而发人之深省” （了磨 《说小

说》， 《游戏杂志》 １９１３ 年第 ６ 期）。
④　 云衢 《小说谭》， 《群强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天笑生 《〈小说大观〉 宣言短引》， 《小说大观》 １９１５ 年第 １ 集。
⑧　 孙绮芬《小说闲话》， 《新世界》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孙绮芬 《小说闲话》， 《新世界》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以上小说话刊登在 《晶报》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７ 月 ２７ 日、 ７ 月 ３０ 日、 ８ 月 ３ 日。



间错误； 而后是红蕉撰 《答凤云女士》 加以解释， 而凤云对此回答并不满意而撰 《越加怀疑》； 最后

由无虚生撰 《我谈家庭杂志》 做出裁决， 指出红蕉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有失坦诚， 并进一步就 《嫁后

光阴》 第二回中出现的情节差误进行商榷①。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读者与编创者的频繁互动， 听到

读者最具现场感的声音。
恽铁樵在 《小说月报》 设立 “本社函件最录” 栏目， 是近代小说界最有名的编读通信事件之一。

该栏目从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５ 年第 ６ 卷第 ３ 号始至 １９１６ 年第 ７ 卷第 ３ 号止， 持续时间长达一年。 从栏目

说明来看， 当时有读者为改良 《小说月报》 来信建言， 编者乘机设置此栏目以吸引更多读者参与刊物

建设的讨论。
恽铁樵接编 《小说月报》 后崇尚 “雅正”， 减少了消闲和言情之作， 这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满。

陈光辉来信指出恽氏改革 “意弥苦矣， 不知其大谬也。 ……盖观者之心理， 本以消闲助兴为主……凡

百小说， 以有兴味而用意正当者为上， 其余均不足取也”②。 许与澄则在信中直接批评恽氏改革 “致
令程度浅薄者， 阅之索然无味”。 他建议， “宜增设狭义的言情小说也。 ……宜创设别体之言情小说，
务在救正流行诸本之弊”； “宜注重国学的科学小说也。 ……要以滑稽为主， 不如此则不能引人兴味

也”； “宜增设滑稽史也”③。 也有读者在批评第 ６ 卷较第 ５ 卷 “减人兴致多矣” 的同时， 要求将令英

雄气短的言情小说一律除去④。 从中可见当时读者对小说助兴味、 供消闲的宗旨一致拥护， 但对言情

小说的态度则分歧严重。 恽铁樵面对读者上述的尖锐批评和不同意见， 给予了谨慎、 坦诚的答复。 他

一面坚持认为 “小说对于社会有直接之关系， 对于国家有间接之关系”⑤， 因此当使小说成为永久之

书， 而非一点钟之书⑥； 一面也表明对小说 “兴味” 的认同， 同意读者所谓 “浇漓之俗难与庄论， 宜

先之以诱导； 小说非讲学， 最忌头巾气”⑦。 不过， 对于有读者提出增加言情小说的建议， 恽铁樵显

然不能赞同。 他之所以减少刊登言情小说， 是因当时言情小说低俗泛滥， 他要大张异帜， 遏制这股潮

流。 职是之故， 恽铁樵对读者所说 “爱情小说所以不为识者所欢迎， 因出版太多， 陈陈相因， 遂无足

观也”⑧ “今青年子弟， 多半误于不良小说。 学校百日教修身， 不敌言情小说数百字”⑨ 等观点大加

赞赏， 并在与读者的通信中多次批评市面上流行的 “骈体” 言情小说。 除此之外， 有些读者对 《小
说月报》 以文字高古为尚也发表了异议， 以当时世人公认的 “小说为通俗教育之一” 为据， 提出好

小说不应以文字是否高古为标准， 甚至有人还提出了小说应言文一致 （参见 《陈光辉君来函》 《复陈

光辉君函》 等）。 恽铁樵对这些意见也很重视， 一面对小说语言应具通俗性表示认可， 一面表示 “今
日骤强言文一致必不可。 盖凡事蝉蜕， 循自然之趋势”�I0。 他之所以有此判断， 固然基于其古文家立

场， 也是基于当时读者主体之实际———阅读 《小说月报》 的主要是 “林下诸公” “世家子女之通文理

者” “男女学校青年”， 而非 “商界农界读者”�I1。 恽铁樵虽然最终还是坚持使用隽雅有味的文言， 但

也部分地听从了读者意见， 拟将 《小说月报》 的语言变得 “稍浅易” 以争取更多读者 （参见 《答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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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小说话刊登在 《最小》 １９２３ 年第 １ 卷第 ２１、 ２４ 号， １９２３ 年第 ２ 卷第 ４０ 号。
陈光辉 《陈光辉君来函》，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６ 年第 ７ 卷第 １ 号。
许与澄 《节录许与澄先生来函》，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５ 年第 ６ 卷第 １２ 号。
翰甫 《翰甫君致本社记者书》，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５ 年第 ６ 卷第 ５ 号。
树钰 《答翰甫君》，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５ 年第 ６ 卷第 ５ 号。
铁樵 《编辑余谈》，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４ 年第 ５ 卷第 １ 号。
树钰 《再答某君书》，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６ 年第 ７ 卷第 ３ 号。
铁樵 《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５ 年第 ６ 卷第 ４ 号。
铁樵 《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５ 年第 ６ 卷第 ７ 号。
树钰 《复陈光辉君函》，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６ 年第 ７ 卷第 １ 号。
恽铁樵 《答某君书》，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６ 年第 ７ 卷第 ２ 号。



君书》）。 对于 《小说月报》 上刊登的著译作品及具体编辑体例， 读者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编

创者都给予了及时的回应和说明。
通过对 《小说月报》 “本社函件最录” 栏目的考察， 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读者与编创者自由

讨论的氛围。 各方坦诚地亮明立场、 观点， 编者真正践行了 “本栏以讨论攻错为限， 其一味过奖及徒

事慢骂者， 恕不登录” （１９１５ 年第 ６ 卷第 ３ 号） 的原则， 确实有效地校正了所刊小说现代转型的方向。

三　 读者心目中的名家名作名刊

清末 “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为提升小说地位， 刺激小说编创者重视外国小说， 吸引读者购阅

“新小说”， 对西方小说名家名著及其崇高地位进行了一系列想象性建构。 晚清读者在严复、 夏曾佑、
康有为、 梁启超等笼统模糊的鼓吹影响下， 不仅逐渐形成了 “欧美化民， 多由小说” （《本馆编印 〈绣

像小说〉 缘起》） 的功能性认知， 而且在惊诧于 “泰西尤隆小说学”①、 “小说为国民之魂”②、 “巴黎

小说家均出自名手” （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福州畏庐藏板 《巴黎茶花女遗事》）、 “欧美之小说，
多系公卿硕儒”、 “已故前英国内阁皮根之 《燕代鸣翁》 （小说名） 一集， 其原稿之值， 获一万磅。 法

国 《朝露楼报》， 发行之数， 殆及百万册， 然其发行之流滞， 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为如何”③ 等域外

小说 “奇观” 后， 慢慢形成了西方文坛推崇小说、 小说家多具极高地位、 名家名作价值高昂、 小说与

报刊发行关系重大等印象。 随着 “小说界革命” 后外国小说译介如火如荼地开展， 读者的上述模糊印

象更因实证而变得清晰。 他们不再仅为小仲马的 《茶花女遗事》 断肠， 也了解到 “法国著名文家兼天

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 《地球末日记》” 是 “近世一大奇著”④； 英人德富 （Ｄｅｆｏｅ） 众多著述中

“最有大名者， 即 《鲁宾孙漂流记》 也”⑤； 《月界旅行》 为 １９ 世纪说月界者之巨擘， 其作者是美国硕

儒⑥； 《毒蛇圈》 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⑦， “泰西之小说名家者， 肩背相望， 所出版亦月异而岁不

同”⑧。 同时， 经过近十年的建设， 清末小说界亦涌现出一些本土的名家名作名刊， 如梁启超创刊 《新
小说》 并揭载 《新中国未来记》 等， 使其成为一时风头无两的小说界领袖； 林纾自翻译 《巴黎茶花女

遗事》 后， 佳译不断， 迅速成为风靡全国的翻译小说大家； 吴趼人先后主持 《新小说》 《月月小说》
等小说名刊， 发表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恨海》 等小说名著， 成为清末上海屈指可数的报人小说

名家。 他们的编创理论与实践已成为评者臧否的重要对象， 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正逐日增高。
在直接追踪民初小说读者阅读反应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对名家名作名刊的评析和追捧是其核心关

切。 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由清末 “小说界革命” 以来对西方小说名家名著及其崇高地位的想象性建构

所引发， 又与报刊成为小说传播的首发载体相关， 其中后者更为关键。 报刊这种有别于书籍的新媒体，
其新闻性与市场性要求刊物及所刊小说一方面应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读者眼球， 另一方面须培养一批持

续购阅的忠实读者。 正如法国报人 Ｐｉｅｒｒｅ⁃Ｌｏｕｉｓ Ｒｏｅｄｅｒｅｒ 指出的， 与书本不同， 报纸不是被动地等待读

者去寻觅它们， 而是主动地去逼近读者⑨。 为达此目的， 民初众多报刊使用的普遍策略是以打造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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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日本书目志〉 识语》，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 １ 卷， 第 ２９ 页。
任公 《译印政治小说序》， 《清议报》 第 １ 册， 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１８９８. １２. ２３）。
衡南劫火仙 《小说之势力》， 《清议报》 第 ６８ 册， 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１９０２. １. １）。
饮冰 《〈世界末日记〉 译后语》， 《新小说》 第 １ 年第 １ 号， 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１９０２. １１. １４）。
《〈鲁滨孙漂流记〉 识语》， 《大陆》 第 １ 号， 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１９０２. １２. ９）。
周树人 《〈月界旅行〉 辨言》，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 １ 卷， 第 ６７ 页。
知新室主人 《〈毒蛇圈〉 识语》， 《新小说》 第 ８ 号， 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１９０３. １０. ５）。
周桂笙 《〈歇洛克复生侦探案〉 弁语》， 《新民丛报》 第 ３ 年第 ７ 号， 清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 （１９０４. １０. ２３）。
参见潘光哲 《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２１７ 页。



杰作云集的名刊相号召。
清末涌现出的名家名作名刊则为民初报刊进一步以名家杰作相号召奠定了基础。 例如， 《小说月

报》 先后聘请小说名家王蕴章、 恽铁樵做主编， 创刊号 《编辑大意》 首先声明其前身是名刊 《绣像小

说》， 并宣称： “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 材料丰富、 趣味浓深。”① 《礼拜六》 创刊时， 主

编王钝根请当红小说家周瘦鹃来做台柱子， 其 《〈礼拜六〉 出版赘言》 声称： “ 《礼拜六》 名作如林，
皆承诸小说家之惠。 诸小说家夙负盛名于社会， 《礼拜六》 之风行， 可操券也。” 该杂志扉页上还曾刊

登 “中华小说家” 林琴南、 包天笑的照片 （１９１４ 年第 ２１—２２ 期）， “小说家瘦鹃”、 “画家” 丁悚的合

影 （１９１４ 年第 ２２ 期）， 瘦鹃的化妆照 （１９１４ 年第 ４１ 期）， 以及名家汇集的编创团队合影等②， 以此招

徕读者。 《小说大观》 在每期封面上均大字标注 “包天笑先生主任”， 以这位资深名家来吸引读者。 其

《〈小说大观〉 例言》 声明： “所载小说， 均当世有名文家， 所有撰译， 皆负责任。” 当时各大报副刊聘

请主笔， 也以名家为尚， 比如 《时报》 副刊主持者陈景韩、 包天笑都是报人小说界的大家； 《申报》
社先后聘请当时名气正盛的王钝根和周瘦鹃做 《自由谈》 的主编； 《新闻报》 则自 １９１４ 年起聘请文艺

界新星严独鹤担任副刊主笔。 民初其他大小报刊也都热衷于追求名家名作名刊效应， 这成为小说界一

时之潮流。
打着名家杰作招牌的报刊， 自然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 然而是否是真的名家杰作， 最终还要靠

读者去裁判。 总体来说， 读者对报人小说家在民初十年的编创成绩多为肯定之词， 从中遴选出了不少

名家名作。 凤兮 《海上小说家漫谈》 开篇即说 “中国小说家， 以上海为集中点， 故十年以来， 风豁云

起， 其造述迻译之成绩， 吾人可得而言之”③， 接着便评析了民初活跃于上海的四十余位小说家及其代

表作品。 其评价虽自称 “个人好恶从心”， 但确实能反映当时一般读者看法。 无独有偶， 一笑 《南北

统一的小说家》 谈到民初上海小说界的盛况， 指出李涵秋、 包天笑、 周瘦鹃等 “大文豪” 及其小说不

仅被南方读者一致拥戴， 在北方亦有很大影响④。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 曾被读者

谈及的民初小说家有近百位， 其中经常被谈到的名家就有四十余位。 这四十余位作家正是 《小说月

报》 《礼拜六》 《小说大观》 《小说丛报》 《申报》 《时报》 《新闻报》 《民国日报》 等主流报刊的核心

编创人员， 其代表作一般也是读者心目中的杰作。 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小说著译较好地满足了广大读者

的期待， 标志着民初报人小说家通过富有创意的辛勤工作， 在与读者的积极互动中实现了打造多元兴

味阅读文化的目标。
就像今天的 “追星族” 一样， 民初读者对小说家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和窥探欲， 追捧小说家成为

一种时尚。 在读者所作小说话中， 经常可看到有关小说家姓名别号、 容貌性情及轶闻趣事的闲谈。 王

锦南 《小说家姓名别号表》 记录了包天笑、 周瘦鹃、 李涵秋等 ５４ 位小说家的姓名别号⑤。 可怜虫 《小
说界的十二金钗》 专门谈论别号近于女性的小说家⑥。 坤刚 《小说家近事拾遗》 谈了徐卓呆、 严芙孙、
沈禹钟等小说家的生活琐屑⑦。 有些读者还对心仪作家作种种有趣的比拟， 如慕芳用二十种花来品评

二十位小说家⑧， 任梦痴将周瘦鹃比拟为多啼而瘦的杜鹃 （任梦痴 《小说家谈屑》， 《红霞》 １９２３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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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大意》， 《小说月报》 １９１０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
合影共 １１ 人， 包括小蝶、 瘦鹃、 常觉、 剑秋、 梅郎、 天虚我生、 大错、 钝根、 丁悚、 席德明、 张兆琳 （参见

《礼拜六》 １９１５ 年第 ３８ 期）。
凤兮 《海上小说家漫评》， 《申报》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一笑 《南北统一的小说家》， 《晶报》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王锦南 《小说家姓名别号表》， 《游戏世界》 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６ 期。
可怜虫 《小说界的十二金钗》， 《申报》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坤刚 《小说家近事拾遗》， 《游戏世界》 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６ 期。
慕芳 《文苑群芳谱》， 《红玫瑰》 １９２５ 年第 １ 卷第 ３２ 期。



４ 期）。 有些读者还喜欢摘录名家名作里的隽语， 并希望与其他读者分享。 《申报·自由谈》 就因之开

设 “说林拾隽” 栏目登载读者摘句， 让其充分表露自己的喜好和倾向。 有些读者甚至还为小说家点将

排名， 如大胆书生 《小说点将录》 将近今小说名家七十余人与 《水浒传》 头领相比附 （《红杂志》
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１８ 号）， 莽书生 《文坛点将录》 给出 １０８ 名小说家的排行榜 （《金刚钻》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１１ 月 ２４ 日）。 上述读者的评判虽用资闲谈的小说话进行， 但在当时实际形成了一种舆论力量， 或

大或小地影响着所谈小说家的声名。 其中不少人就因之迅速提升人气， 愈发成为小说界的要角。
民初读者亦喜品评名家作品。 《广陵潮》 在当时被读者议论最多， 所谈或褒或贬。 赞之者曰： “社

会小说中最佳者， 涵秋著之 《广陵潮》， 绘声绘形， 无过之者”①， “小说有诗， 妙在不露牵插为上， 如

《广陵潮》 云麟见伍晋芳晤谈诗， 无意中诵出怀红珠之诗， 令人拍案叫绝”②； 贬之者曰： “篇幅过长，
入后逐渐松懈， 较之前半部细腻熨帖， 已有上下床之别”③， “以作者于旧日之秀才社会情形甚熟， 而

于最近之社会情形， 颇多隔膜也”④。 这些意见或就整体论， 或就局部言， 虽似矛盾， 实为有得之见，
皆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这部名著。 又如谈 《玉梨魂》， 有的无上赞美， 评它 “文章凄凉， 情节悲哀，
读之令人泪下， 洵佳构也”⑤， “自成创格， 后之作者靡然宗之” （织孙 《小说话》， 《十日》 １９２２ 年第

２ 期）； 有的严厉斥责， 认为 “惟其美惟其工， 益见其市侩烟火气”⑥， “盖自四六派言情小说问世， 小

说之道遂受一劫”⑦。 以上读者意见至今还值得重视和思考。 再如评论当红小说家的短篇作品， 恽秋星

评叶小凤 《塔溪歌》 “效为唐人小说， 弥有风韵”， 为言情小说之典范⑧； 豁安评周瘦鹃 《一诺》 “借
痴情儿女之心， 作救国英雄之气。 ……信夫其足为复活 《礼拜六》 开宗明义”⑨； 凤兮盛赞包天笑 《富
家之车》 《邻家之哭声》 “尤能曲写半开化社会状态， 读之无不发生感想者”�I0， 是别出心裁的创新之

作。 这些评判颇能代表当时读者的看法。
上述读者对作品的谈论多凭一己感受发声， 或褒或贬， 直接明快。 在重视读者反应的民初小说界，

他们的意见不仅会在读者中间迅速传播， 也会即时传导至编创者一端。 这一方面会影响到其他读者对

某部作品的评判， 另一方面也为编创者调整方向、 改进不足提供重要参考。
在以报人小说家为主流的民初小说界， 报刊成为小说作品的首发载体， 其地位十分重要。 因此，

谈论报刊及其所刊作品也成为读者的一种时髦。 请看以下两例。
其一， 王钝根主编的前期 《礼拜六》 是民初最为风行的名刊， 曾经引来不少读者为其题辞， 发表

阅读感受。 从题辞中注明的 “军次” “差次” “寄自飘城” “广东某某” “赵纫兰” 等信息可知， 当时

争相题咏的读者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 他们有的谈读后体验， 即 “如对良师， 恍逢益友” （１９１５
年第 ４６ 期）； 有的赞其编辑宗旨， 即 “补助教育、 箴劝国民” （１９１５ 年第 ４８ 期）； 有的咏其社会功用，
即贬顽订愚、 维持名教 （１９１５ 年第 ４２ 期）、 鼓舞爱国志气 （１９１６ 年第 １００ 期）； 有的赏其艺术效果，
即娱情悦目、 增进审美 （参见吴东园、 卢美意、 方仁后、 徐敏等人题辞）。 这些题辞自 《礼拜六》
１９１５ 年第 ４２ 期开始连载， 至 １９１６ 年 《礼拜六》 面临停刊之际还有不少存稿， 足见当时读者题辞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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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裕先 《小说派别谈》， 《新世界》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佚名 《小说诗话》， 《申报》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姚民哀 《小说闲话》， 《游戏世界》 １９２２ 年第 １５ 期。
冥飞等 《古今小说评林》， 民权出版社 １９１９ 年版， 第 ６８—６９ 页。
澹庐 《小说杂评》， 《新世界》 １９２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沈家骧 《佛头着粪录》， 《新月》 １９２６ 年第 ５ 期。
落华 《小说小说》， 《礼拜六》 １９２１ 年第 １０２ 期。
恽秋星 《小说闲评》， 《民国日报》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７ 日。
豁安 《小说偶谈》， 《申报》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３ 日。
凤兮 《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 《申报》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极高。 为不拂读者好意， 王钝根专门在最末的第 １００ 期上开设 “题辞汇刊” 栏目予以集中发表， 并亲

撰题辞以答谢。
其二， 周瘦鹃是民初引领时尚的文化创意明星， 他主编的报刊一经推出就会被读者热捧。 有人欣

赏其内容， 如寒云说 《半月》 “选稿最精”①， 月友女士说 《紫兰花片》 “内中的文字， 也深合我们心

理”②。 有人钟爱其装帧， 如逸梅说 《紫兰花片》 封面美人似 “画里真真， 呼之欲出”③， 月友女士说

《紫兰花片》 “装订玲珑， 印刷精良， 叫人见了， 爱不释手”④。 有人肯定其价值， 如朗如说 《半月》
创刊仅一年， “粤中传诵几遍， 其价值盖可知”⑤。 月友女士还曾描述对 《紫兰花片》 的痴迷： “一等

出版， 便急急的赶着去买一本， 从头至尾， 看个仔细。 等到看完了， 使用着上好的香水， 洒几点在书

中； 又取一支牙刷， 蘸些胭脂汁， 洒在纸上， 更使这本书有香有色。”⑥这种独特反应， 让笔者不禁联

想到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 《阅读史》 里说的 “我们所读的是某一个版本、 特定的一本， 可借由其纸

张的粗糙或平滑、 其气味， 第 ７２ 页上的一小滴眼泪与封底右角落的咖啡渍痕辨认出来”⑦。
以上两例颇具代表性， 类似读者反应时见于各类 “题辞” “通讯” 以及小说话中。 对于打着名家

杰作招牌的报刊， 广大读者趋之若鹜； 明星作家主编的时尚杂志， 则更能吸引读者 “追星”。 民初报

刊主办者精心打造名刊、 制造小说明星的意图就这样在读者的热烈回应中得到实现。
倾听上述读者声音， 不仅可了解他们心目中的一些名家名作名刊， 也看到了他们与编创者的良性

互动。 民初报人小说家本就意在打造满足各层次读者多元兴味的阅读文化， 报刊编辑本身就是一种特

殊的读者， 他们对读者阅读兴味的变化往往深有体会， 能够快速捕捉和反馈。 当读者的阅读期待得到

确认， 针对性的编创也就随之而来， 这关系到某些小说类型的兴衰以及小说创作观念、 小说语体及文

体的变迁。 可以说， 正是读者与编创者一道形成了民初小说界的时代兴味， 其背后则是下面要谈的市

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四　 读者所感知的小说市场

清末 “小说界革命” 以后， 由于 “新小说” 与报刊出版业紧密 “联姻”， 市场对小说界的影响与

日俱增。 稿酬制度、 版权立法、 广告营销等都因小说市场的日趋繁荣而创生。 小说出版、 编辑、 著译

各方对这类影响的反应时见于各类文献， 而读者的感知却难觅一鳞半爪。 这正说明了市场是只 “看不

见的手”， 它对小说发展的影响在清末主要是正面的推动， 而较少消极的作用。
至民初， 从提供文化商品一端来看， 报人小说家主倡兴味， 除了凸显小说作为文学之一种的审美

特性外， 显然还有迎合读者、 占领市场之意。 从文化商品消费一端来看， 读者纷纷购阅报刊和小说书

籍， 与报人小说家积极互动， 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界的持续繁荣。 民初小说的空前繁荣被记录于时人笔

下。 １９１２ 年管达如在 《说小说》 中描述： “今试一游乎通都大邑之书肆， 则所陈列者， 十之六七， 皆

小说矣。 又试入穷乡僻壤， 则除小说外， 他项书籍， 殆不可得见焉。 与村夫野老妇人孺子谈， 彼其除

小说以外无所知， 无足怪也。 即学士大夫， 号为通知古今者， 其于小说， 亦复津津乐道。”⑧ １９１４ 年成

之在 《小说丛话》 开篇几乎完全重复了上面的话。 与此同时， 报人小说家对文化市场的依赖也大大增

强， 毕竟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购阅者， 读者需求成为其报刊定位和小说著译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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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出现的 “哀情小说” 跟风式创作与 《礼拜六》 以 “消闲” 招徕读者， 都是其遵循 “市场法则”
的体现。

众所周知， 《断鸿零雁记》 《玉梨魂》 问世以后掀起了一股哀情小说潮。 这股潮流的出现固然缘于

这类小说回应了时代热点， 容易引起青年读者的共鸣①； 也缘于它契合了市场需要， 能为出版商赢利。
在市场操控下， 哀情小说创作日趋泛滥， 不仅徐枕亚、 李定夷、 吴双热等名家的作品质量每况愈下，
大量模仿之作更是粗制滥造、 陈陈相因。 面对这一状况， 读者纷纷发出不满之声， 如刘恨我认为 “哀
情小说大多无痛呻吟， 矫柔造作”②， 落华 《小说小说》 指出 “致以骈四俪六， 浓词艳语， 一如圬工之

筑墙， 红黑之砖， 间隔以砌之， 千篇一律。 行见其淘汰而无人顾问”。 更有读者发现这类小说在典雅精

美中隐藏着市侩烟火气 （《佛头着粪录》）， 这便直接抓住了导致其泛滥的 “幕后黑手” ———市场过度

逐利。 最终， 哀情小说在众多读者的厌弃声中黯然退场。
学界对于 《礼拜六》 编创者重视市场效应所论甚多， 可通过析读登载于该刊的 “题辞” 考察其对

市场的利用和读者的反应。 最早题辞者是时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的蒋懋熙， 他高度赞扬了 《礼拜六》
贬顽订愚、 维持名教的社会作用。 发起这次题辞活动的诗文名家吴东园也数次为 《礼拜六》 题辞， 多

表推崇之意。 《礼拜六》 编者对这类具有极好市场效应的题辞非常重视， 将其大多刊于每期目录之前。
由于 《礼拜六》 在当时大受欢迎， 加之编者积极推动， 更多读者的题辞热情被激发出来。 第 ４６ 期天虚

我生的题辞掀起了高潮， 其序曰： “钝根、 剑秋编 《礼拜六》 周刊将满五十期矣。 风行海内， 每期达

二万册以上， 一般青年于休暇日手此一编， 如对良师， 恍逢益友， 择善以从， 除恶务尽， 其有裨于世

道人心正非浅鲜。 近日政界诸公注重于通俗教育， 来函奖进， 日必数起。 然自表面观之， 殆不过拟于

虞初之属， 编辑者苦心孤谊或未必为局外人所共知也。 爰题四绝， 以供读者， 并希正和。” 与之唱和的

众多题辞实际汇成一种声音： 歌咏 《礼拜六》 有益于社会人心， 有利于鼓舞民族志气， 有效地提供审

美消遣。 这成为前期 《礼拜六》 读者比较一致的看法。 这些题辞中虽有过誉之词， 但结合所刊作品来

看， 总体符合实际。 直至因 “时局不靖， 各处运寄不灵” 及成本昂贵， 本着对读者、 对刊物负责的态

度而停刊， 《礼拜六》 编者还不忘郑重声明： “一俟时局平定， 商市回复， 纸源不虞匮缺。 当定期续

出， 以副爱读诸君子之雅望。”③ 这一声明不仅为复刊 《礼拜六》 预埋了伏笔， 亦体现出编创者与读者

的共同期待。 主编王钝根在 “题辞汇刊” 栏目末尾登载了 《自题四绝志谢投稿题咏诸君》， 其一云：
“每逢休沐尽嬉游， 事到危亡转不忧。 我辑群言 《礼拜六》， 要人孽海猛回头。” 这便阐明了他编辑

《礼拜六》 的隐衷， 表面上以消闲招徕读者， 实则期待读者阅读所刊作品后识危亡、 猛回头。 其四云：
“两载光阴悲逝水， 几番国体误争棋。 眼前无限沧桑感， 都付周刊一百期。” 其感怀时事、 心系国家之

情溢于言表。 通过析读 《礼拜六》 所刊题辞， 我们不难发现五四 “新文学” 兴起以前， 即便是市场倾

向较强的刊物也在坚守社会责任中努力实现着 “市场法则” 与 “艺术法则” 的平衡。
《礼拜六》 在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复刊， 表面上仿佛一切未变， 还是原来的编创班底和相似的编刊宗旨，

一样是小说市场上畅销的名刊。 不过， 其所处的文学场正发生着激变。 当时文坛话语权之争已趋白热

化， 文化资本、 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上的权力依次上升。 随着 “新文学家” 逐渐掌握文坛话语权， 报人

小说家愈发依赖文化市场。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 之前较少谈及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的市场化

运作至此成为焦点话题， 且各方看法分歧严重。 在这样的文学场中复活的 《礼拜六》， 事实上已开始

由多元兴味向一味消闲转变， 其向市场倾斜的力度正在加大。 这不仅导致所刊作品整体逊色于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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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增加了更多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广告。 这便引起 “新文学家” 的强烈反感， 为其编创者贴上了

“礼拜六派” 的标签， 斥责他们奉行拜金主义、 专作无视社会责任和国家兴亡的消闲文字。 实际上，
前期 《礼拜六》 相较于 《小说月报》 《小说大观》 等同时期主流杂志更加 “消闲”、 更加市场化， 但

当时评者很少瞩目于此。 后期 《礼拜六》 与同时期流行杂志 《半月》 《家庭》 等比较， 则相对 “严
肃”， 却被 “新文学家” 视作拜金、 消闲刊物的代表。 注意到 《礼拜六》 前后期的微妙变化及其受到

的不同评价非常重要， 这有助于客观认识当时文学场的更替， 也有助于正确认识读者对小说市场的不

同反应。
《礼拜六》 复刊的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 上海涌现出一波新的办刊潮， 各大书局纷纷加大市场投入，

意图 “新” “旧” 文学通吃， 一些小书局和个人也因编创小说杂志有利可图， 纷纷卷入。 由于 “利”
字当头， 有些报刊质量就很难保证； 由于要吸引眼球， 必然高倡娱乐消闲， 进行类型化创作， 这成为

这批杂志总的也是新的特点。 面对日趋残酷的市场竞争， 像商务印书馆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型出版机构

还可兼顾社会效益， 甚至不惜改革 《小说月报》； 一些中小型出版机构为了生存和谋利， 往往就无原

则地迎合占比最大的中下层读者， 做起了营养成分单一的 “文化快餐”。 因此， 读者心父才会听到书

商说现在书名取得越俗越好， 内容、 作者全不重要， 他 “再拿现在出版的书目查查， 可不是都变了艳

史、 趣史、 奇闻、 奇缘这一类的东西么”①。 正如尼尔·波兹曼讨论 “娱乐业时代” 时说 “美国电视全

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②， 当时小说界也充斥着消闲风。 又浅又新的消闲的确抓住了不少都市

市民的文化消费心理， 然而小说的审美性、 思想性和教育功能等被弃之不顾， 显然有害于小说的发展，
也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相悖。 因此， 心父发出了一连串疑问： “这是书贾的不好么？ 是作书人的

不好么？ 还是社会的程度无形退化么？”③他的困惑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一些读者试图找到这种过度市

场化的原因。 黄臒仙说得好， 出版商有根本责任， 他们只求赚钱、 不问好坏； 小说家有责任， 他们为

养家糊口， 只求每日 “撰成数千百言”， 违背了小说创作规律； 读者也有责任， 只是 “从头到尾， 念

完便笑”④。 这正是玉衡所说的由市场投机心理所致⑤。
以思想启蒙为目标的 “新文学家” 对小说界的过度市场化深恶痛绝， 曾猛烈攻击这股 “消闲风”

及其背后的 “拜金主义”。 不过， 当时读者对消闲小说持续不减的购阅热情却出乎他们意料。 究其原

因， 小说市场自晚清以来经过不断建构已具有很大自主性， 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 “市场法则”， 当

时多数读者正在完成由传统型读者向现代型文化消费者的身份转变。 “新文学家” 对此未能正确认识，
其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也阻碍了他们听取读者的一些正确意见。

综上所述， 读者反应是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梁启超等清末维新派正是着眼于小说拥

有广大读者而倡导 “小说界革命”， 企图驯化野蛮生长的 “稗类” 以完成其政治改革的鸿业。 然而， 他们

没有切实关注各阶层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一味宣传其政治主张， 其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与缺乏 “小说

味” 的作品很快引起读者不满。 于是， “新小说家” 内部要求回归小说文学本性、 注重满足读者兴味的主

张与实践日益高涨。 辛亥革命之胜利为小说界形成多元兴味的阅读文化提供了契机， 而读者与编者、 作

者的积极互动， 为民初小说 “兴味化” 主潮推波助澜。 如此一来， 读者反应成为民初报人编创小说十分

重视的风向标。 他们倾听读者声音以了解其心目中的名家名作名刊及对市场的态度， 并据以调整小说编

创之方向， 同时他们还为这些声音提供传播平台以引导读者群体形成共同的阅读品味。 遗憾的是， 报人

小说界在 “五四” 新旧文学斗争中堕入了过度市场化的泥淖， 掀起了一味谋利的消闲风。 这使得 “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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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 在批判报人小说家陈旧落后之外又增加了 “拜金主义” 的罪名。 通过以上对清末民初小说读者反

应的系统考察， 我们不难确认其对中国小说现代走向产生过深刻且微妙的影响。 这启示我们应该充分重

视广大读者的真实反应， 应该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 市场的关系， 从而确保当代小说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昌盛。

［作者简介］ 孙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发表过论文 《释 “兴味”》 等。

（责任编辑　 石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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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暨古典诗文的

辨体与修辞专题学术研讨会” 召开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１３ 日， 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 “第六次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暨古典诗

文的辨体与修辞专题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召开。 来自全国 １９ 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２９ 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并围

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明代文学文献传刻研究。 叶晔 （北京大学） 考察了 《盛明百家诗》 与明别集早期版本的关系。 师海军

（陕西师范大学） 通过李东阳集失收碑志分析明中叶士风。 侯荣川 （温州大学） 论述明代诗话在日本的传播和接

受。 许建业 （香港树仁大学） 探究日本江户时代的 《唐诗选》 注解本。

二、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 刘洋 （中国传媒大学） 重审了王阳明心学思想与文学的关联方式。 马昕 （中国社会

科学院） 揭示了袁宏道文学创作与思想中的 “边缘人心态” 并分析其所造成的理论弊端。 王润英 （中国社会科学

院） 强调集序对 “后七子” 文学思想建构的意义。 龚宗杰 （复旦大学） 以杂艺为视角探讨明清文章 “机法” 论。

三、 明代文学秩序与诗文史研究。 杨遇青 （西北大学） 揭示杨慎诗学批评与诗史建构的双重视角。 余来明 （武

汉大学） 分享重写明代诗史的思考与理路。 刘尊举 （首都师范大学） 展望文学史视野下八股文研究的方向与方法。

汤志波 （华东师范大学） 认为沈周对建构吴中文坛有重要意义。 郑雄 （浙江师范大学） 分析陆弘祚 “文统说” 对于

建构明文统绪的价值。 胡媚媚 （上海外国语大学） 论述明清 “擅场诗” 对于建构诗学秩序的作用。

四、 明代文学文体研究。 徐隆垚 （复旦大学） 分析宋元明诗学辨体的内在理路。 杜欢 （安徽大学） 讨论明代

书信的正副启形制及其书写。 苗民 （华侨大学） 分析李梦阳别集早期版本中的杂文观。 魏宏远 （兰州大学） 揭示

王世贞 《杨廷和传》 以 “阙疑” “考据” 入传的具体方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龚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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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应： 清末民初小说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