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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自 己 的 文 学 创 作 道 路 ，

罗洪先生曾撰《我的第一篇作品

和 第 一 本 书 —— 一 个 重 要 的 补

正》，认为自己的首篇作品是随笔

《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 1930 年

5 月 16 日《真 美 善》第 6 卷 第 1

号。此后，学界一般都将该文视

为罗洪的处女作，作为其文学生

涯的开端。不过，根据笔者掌握

的材料，罗洪在江苏省立第二女

子师范学校就读期间，就已有作

品发表于校刊上。在 1926 年 7 月

出版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

学 校 校 友 会 汇 刊》第 19 期 上 ，便

刊 载 了 一 篇 署 名“ 姚 自 珍 ”（前

注 ：“ 前 师 三 年 级 生 ”）的 文 章 。

虽然这是一篇文言短文，但因早

于《在 无 聊 的 时 候》，就 目 前 而

言 ，可 算 是 罗 洪 先 生 的 处 女 作

了。原文为句读形式，现代为标

点，照录如下：

各述家庭之状况
我家在松城之西。余呱呱堕

地，祖父母及父母均爱之甚。越
年而祖母见背。斯时，余茫然无
知，故亦不觉痛苦。次年，又生一
妹。及稍长，则颇相友爱。余甫
五龄，我父亲自课读。翌年，又得
一弟。越一年，余入小学肄业。
余 年 十 一 ，祖 父 又 弃 余 等 而 长
逝。时余父任事于苏锡，故家中
颇感寂寞。我父喜莳花，故于庭

前遍种各花。每于三五之夜，辄
集家人坐庭中，相对谈笑。我母
缕缕述我辈儿时状况，我等或唱
歌，或讲故事，以娱亲心，其乐融
融。余年十四，负笈来苏。今每
忆往事，犹在目前。余当力求上
进，以副[负]二亲之期望。愿与
弟妹共勉之。

《江 苏 省 立 第 二 女 子 师 范 学

校 校 友 会 汇 刊》系 半 年 刊 ，编 辑

者 是 江 苏 省 立 第 二 女 子 师 范 学

校 校 友 会 。 前 身 为 1915 年 11 月

创 刊 的《江 苏 省 立 第 二 女 子 师

范 学 校 汇 刊》。 由 于《各 述 家 庭

之 状 况》一 文 叙 述 了 罗 洪 的 家

庭 状 况 与 成 长 历 程 ，对 于 研 究

罗 洪 的 童 年 经 历 无 疑 颇 有 裨

益 。 该 文 虽 然 比 较 稚 嫩 ，却 显

示 了 罗 洪 的 文 言 文 素 养 ，同 时

也 将 其 公 开 发 表 作 品 的 时 间 前

推了 4 年。

另 外 ，许 多 文 献 在 介 绍 罗 洪

先生时，说她 1923 年考入苏州女

子师范学校，或说她 1929 年毕业

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两种说法

可能缘于罗洪本人在《怀念吴健

雄》一文中曾云“我们从苏女师毕

业是 1929 年”。不过，这样的表述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这就不得不

提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的历史沿革。该校创办于 1912 年

7 月，首任校长为杨达权，校址位

于苏州盘门内新桥巷。1927 年，

因江苏省实行大学区制，改名江

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内设师范

部。1932 年至 1949 年，改称江苏

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抗战期

间停办）。1949 年 9 月，与江苏省

立苏州师范学校合并，定名新苏

师范学校。新苏师范学校后又称

苏州教育学院，现已并入苏州市

职业大学。因此，罗洪入学时校

名应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

校，毕业时则已名江苏省立苏州

女子中学。如果都谓之苏州女子

师范学校，显然是与史实不大相

符的。

著 名 学 者 郑 树 森 教 授 在《读

罗 洪 小 说 札 记》（1980）一 文 中 曾

说：“从 30 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中

国作家里，罗洪大概是最被人冷

落的一位。”三十多年过去了，情

况还是大体如此。2006 年，上海

文汇出版社推出了 3 卷本的《罗洪

文集》。2010 年，艾以、沈辉、卫竹

兰等编纂的《罗洪研究资料》，作

为“ 中 国 文 学 史 资 料 全 编 ”的 一

种 ，由 北 京 知 识 产 权 出 版 社 印

行。这些图书的出版本意在于推

动 罗 洪 作 品 的 保 存 、传 播 与 研

究 。 然 而 实 际 情 形 似 乎 不 太 乐

观，研究界对罗洪的兴趣十分寡

淡。通过查阅学术期刊数据库，

便不难发现近年来研究罗洪的论

文屈指可数。笔者勾稽罗洪先生

的处女作，既是表达对于这位刚

刚离世的，以数十年的文学创作

和编辑活动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作

出一定贡献的文化前辈的悼念之

情，也希望学界能进一步深化对

其作品的研究。

关于罗洪先生的处女作

■金传胜

萧乾先生曾感叹：一部“北新

书局”出版史，几乎就是中国现代

“半部文学史”。鲁迅的《呐喊》《彷

徨》《朝花夕拾》、周作人的《自己的

园地》《风雨谈》《雨天的书》、冰心

的《春水》、郁达夫的《迷羊》《日记

九种》《达夫短篇小说集》等一大批

现代文学名著初版本，都是由北新

书局出版的。“北新”即“北京大学

新潮社”简称。1925 年 3 月在翠花

胡同正式成立，1926 年 6 月又成立

上海分局。分局的成立为北新书

局南迁打好了基础。

北新书局的创办者是李志云、

李小峰兄弟俩，李志云后来做别的

生意去了，李小峰一直是实际主持

人，担任常务董事兼经理。北新书

局早期同人还有孙伏园等。北新

书局成立后，因为赢得了胡适、陈

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郁达

夫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支持，尤其

是鲁迅先生屡屡把自己的书稿交

给北新出版，使得北新在当时的出

版界大放异彩，沪上著名出版家张

静庐后来曾称之为新文学出版的

“老大哥”。

从 1929 年 2 月起，陈伯吹在上

海幼稚师范学校担任了长达十年

的教师职业。这所学校的校长陈

济成对陈伯吹十分信任，也很看重

他的才华，把一门比较新的课程

《地理》的教学任务交给了他。这

个时候的陈伯吹，每天真是够忙碌

的。上午他要去给幼师的学生们

上课；下午又要作为学生，到大夏

大学不同教室里去听课；到了晚

上，除了要给幼师的课程备课，心

里还时刻惦记着要给《儿童世界》

等刊物写稿子。除了创作儿童文

学，他还为当时很有名的刊物《北

新》半月刊、《小说月报》等写过一

些给成年人读的诗歌和小说。

1929 年，他从这些诗歌中选择

了 12 首，编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

《誓言》，交给他的一位正在经营着

一家名叫“芳草书店”的朋友黄中

给出版了。这本诗集在 1930 年问

世后，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注

意，有位读者还专门写了一篇书

评，其中说到：“最近我读了陈伯吹

君的诗《誓言》，觉得他的诗在每一

行字之间，流露着真、美、力的表

白，给予我的是其他诗集中找不到

的新的印象。”

的确，这些表达了一个青年青

涩而委婉的心曲的诗歌，多少也带

着这个时候的陈伯吹朦胧的初恋

的情绪，带着一些“少年维特式”的

忧郁和烦恼。当然，他最看重的、

并且获得了郑振铎等名家赞赏的，

是他的儿童诗。《誓言》出版之后，

他又把在《儿童世界》和《小朋友》

上发表的儿童诗编选了一下，选取

了 42 首小诗，按照春、夏、秋、冬四

个季节的顺序，编成了一本儿童诗

集，取名《小朋友诗歌》，送到了北

新书局。

在北新书局当编辑的赵景深

先生，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翻

译家，曾经翻译过安徒生童话，而

且一直在关注和研究儿童文学。

赵景深看到了陈伯吹送来的《小朋

友诗歌》，颇为欣喜，认为这些小诗

童心灿烂、语言活泼，而且念起来

朗朗上口，就决定马上出版。同

时，赵景深还高兴地向他的老板、

北新书局的经理李小峰建议说：

“陈君的《小朋友诗歌》写得相当有

趣，我有个想法，不如就在这个集

子的基础上，编辑一套《小朋友丛

书》，借以弥补今日儿童读物稀缺

的困境。”李小峰不仅是一位精明

的出版商，也是一位慧眼识珠的出

版家，他同意了赵景深的建议，并

且很愿意约陈伯吹来书局谈一谈。

1930 年 3 月里的一天，陈伯吹

应约来到了北新书局。这几乎也

是他的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

的时刻。交谈的结果是：不仅他的

《小朋友诗歌》马上可以出版问世，

而且他还欣喜地领受了李小峰、赵

景深委托给他的一项不小的创作

任务：为小孩子撰写 20 来本儿童读

物，组成一套《小朋友丛书》，全部

由北新书局出版。

这个计划，对于正处在半工半

读状态的青年陈伯吹来说，无疑是

一个天大的喜讯，当然也是一个不

小的工程。本来，李小峰的胃口是

100 册的规模，但是一向做事谨慎

的陈伯吹，只敢答应接受 20 册的编

写任务。

这年 6 月，《小朋友诗歌》如期

出版。没有想到，书甫问世，就受

到了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的关注。陈鹤琴热情地撰写了一

篇推荐文章《小学生读的诗》，刊登

在他主编的《儿童教育》杂志上。

文章里写道：

在英文小学教育杂志上，我常
常 看 到 许 多 给 小 学 生 阅 读 的 诗
歌。这种诗歌，很可以启发小学生
的思想，陶冶小学生的情绪，而且
很可以促进小学生的文学兴趣，增
加小学生的文学知识。因此，我就
想汇选许多诗歌送给小学六年级
学生阅读，欣赏欣赏。不过，在中
国诗中，适合儿童心理与教育原
理、可为小学生背诵的，实在不
多。兹从几本诗集中选了 15首、3
首歌谣，以便小学生在10月份欣赏
与背诵。

陈鹤琴为小学生们选的儿童

诗，其中有刘大白、郭沫若、徐志

摩、胡适、李大钊、康白情这样的名

家名作，也有像陈伯吹这样的新人

新作。15 首儿童诗中，刘大白的最

多，有5首，陈伯吹占了3首。

《小朋友诗歌》问世之后，陈伯

吹开始集中精力为北新书局撰写

《小朋友丛书》其他各册。从他领

受任务的 4 月份起，到当年年底 12
月份，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他陆

续编写完成了《小朋友故事》（上下

册）《小朋友戏剧》（上下册）《小朋

友会话》《小朋友童话》（上中下册）

《小朋友小说》《小朋友的朋友》，还

有《小朋友寓言》（上下册）、《小朋

友通信》《小朋友卫生》等10本书。

这 些 书 大 多 是 他 一 人 撰 写

的，少数的一两本是他约别的作

者执笔的。其中儿童文学占大多

数，像《小朋友卫生》之类的，虽然

不是儿童文学，但也是用文学笔

调 写 的 儿 童 知 识 读 物 。 这 些 读

物，是陈伯吹作为一位儿童文学

作家和编辑，奉献给小孩子的第

一批沉甸甸的果实。

陈伯吹很幸运地遇上了赵景

深这样热心的好编辑。赵景深对

陈 伯 吹 可 以 称 得 上 有“ 知 遇 之

恩”。当赵景深陆续接到陈伯吹完

成的一本本书稿时，他一边审稿，

一边用欣赏的口吻对老板李小峰

说：“清浅有味，不枝不蔓，陈君真

是天生的儿童读物作家啊！”

陈伯吹的稿子每一页都是那

么工整、清爽，小小的毛笔字看上

去像是女孩子写的闺秀小楷。他

的这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写

作态度，一直保持到了老年。拿

着这样清爽的稿子，赵景深在审

稿时工作效率特别高，书一本接

着一本出版，有时一本书从审稿、

排版到校对、出书，连一个月的时

间都不需要。

有一天，赵景深又突发奇想：

目前很多稍大一点的出版社和书

局都为小读者创办了儿童刊物，例

如中华书局有《小朋友》，商务印书

馆有《儿童世界》，北新书局也算是

大出版社了，为什么不给小读者多

办两份刊物呢？

他把这个想法跟李小峰一说，

李小峰想了想，说道：“主意是好主

意，可是关键是我们得有几个得力

的编辑。给小读者编刊物，首先应

该喜欢小孩子，最好还能自己亲自

动手写写画画……”

赵 景 深 说 ：“ 我 倒 也 有 个 想

法。”李小峰一听，眼睛发亮，“哦，

愿闻其详，请赵君不妨讲来听听。”

赵景深说：“我听说，陈伯吹君

还有两个月就从大夏大学毕业了，

他不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吗？”

李小峰真不愧是一位干练、果

断的出版商，他双手一拍：“那就拜

托赵先生找陈君谈谈，可以先请他

着手筹备出刊事宜，一毕业就可来

北新上班。”

这个决定真让陈伯吹喜出望

外。因为这段时间他确实已经在

考虑毕业后的职业问题了。能到

北新书局为小读者编杂志，这对他

来说，简直就像是“瞌睡来了，有人

递来了枕头”一样。

他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都极

其严谨和细致的人。他兴奋地来

到李小峰的办公室，轻声问了一

句：“李先生，我要不要辞去在幼师

的那份教书的兼职？”

李 小 峰 笑 着 说 ：“ 我 看 不 必

了！你来北新，可以一半时间编杂

志，一半时间仍旧教你的书，给你

月薪60元，不知陈君意下如何？”

在这之前，陈伯吹在老家朱家

宅小学当老师时，月薪是 10 元，每

年实际拿到手的只有 10 个月的月

薪；在宝山县一小时，虽然身为初

级部主任，月薪也只有区区 14 元。

而现在只要付出一半的时间为书

局工作，月薪却有 60 元！这样优厚

的待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一瞬间，陈伯吹的眼睛都湿

润了。他站起身，深深地给李小峰

鞠了一躬，说：“李先生，感谢您和

赵先生的知遇之恩！您这样宽宏

大量，让我照顾两边的工作，我只

有心存感激，努力为书局效犬马之

力了！”

李小峰摆摆手说：“陈君言重

了。陈君乃一代俊才，肯来北新屈

就共事，也是北新的荣幸！我建议

你回去收拾一下，最好近日就来就

职吧！”

果然，第二天，陈伯吹就到北

新书局报到就职了。当然，他同时

还在幼师兼任地理老师，也在大夏

大学继续听课。

他为北新书局创办的儿童刊

物，取名《小学生》半月刊。本来，

李小峰、赵景深都力邀陈伯吹担任

这份杂志的“主编者”，但是陈伯吹

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声誉不够，就

再三推辞。最后商量的结果是，

《小学生》“主编者”由陈伯吹、赵景

深、李小峰、林兰四人共同署名。

林兰是李小峰的夫人，也是一位儿

童读物作者。《小朋友丛书》里的

《小朋友山歌》《小朋友谜语》，就是

她编写的。

仅仅经过一个月的筹备，1931
年元月，《小学生》半月刊正式问

世。当时，《小学生》聘请的特约撰

稿人中，既有陈伯吹过去在宝山一

小时的几位爱好文学写作的老同

事，如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等；也

有李小峰、赵景深联系来的儿童读

物作者，包括沈百英、徐调孚、张锡

昌、徐亚倩、顾均正……总之，凡是

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一些能写点儿童

文学、儿童科普和知识读物的作者，

都聚拢到了《小学生》周围。

《小学生》问世不久，陈伯吹也

从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科顺利

毕业了。因为他终于获得了大学

的学历，他兼职的幼师也把他的月

薪增加到了60元。

这一年，陈伯吹 24 岁。他的工

作收入，终于可以让他比较宽裕一

点去孝敬自己的母亲了。至此，不

公平的命运总算给这个心地善良、

勤奋上进的年轻人，送来了些许温

暖的阳光。

1932 年 ，上 海 爆 发 了 震 惊 中

外的“一·二八”事变。幸有英勇

的 十 九 路 军 和 上 海 人 民 奋 起 抵

抗，日本侵略者遭到了沉重打击，

不得不暂时停战，与国民政府谈

判，最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的战事暂告结束，社会秩序

逐渐得到了恢复，书刊出版业也

算是重新起死回生。

这 时 候 ，陈 伯 吹 比 以 前 更 加

忙碌了。为了帮助寡母养活一大

家人口，他除了继续在北新书局

主编《小学生》杂志，在外面的兼

职也有所增加。在幼师的课程之

外，大夏大学又开办了暑期讲习

班，也邀请陈伯吹去讲授儿童文

学课；远在浦东高桥镇上的新陆

师范学校，也邀请陈伯吹每周去

上一次儿童文学课。

这 些 兼 职 ，除 了 让 他 更 加 劳

累，倒也没有影响到《小学生》的编

辑出版，相反《小学生》在读者中的

口碑和市场的销路越来越大了。

这时候，《小学生》的良好影响，引

起了上海滩上另一位出版人的关

注。他就是儿童书局的经理张一

渠（笔名徐晋）。

早在 1932 年 8 月以前，张一渠

就在筹备创办一份《儿童杂志》，分

高、中、低三个年龄段出版三个版

本。他也看中了陈伯吹又能写、又

能编的才干，很想把陈伯吹“挖”到

自己身边去。但是，陈伯吹是一个

讲究朋友道义的人，北新书局的李

小峰、赵景深对他有知遇之恩，他

没有答应张一渠的延请。

张 一 渠 只 好 退 而 求 其 次 ，把

陈伯吹的名字列在《儿童杂志》的

“特约撰稿者”名单中。这份特约

作 者 名 单 里 ，另 有 陶 行 知 、吴 研

因、陈鹤琴、沈百英等赫赫有名的

儿童教育家和儿童读物作家。由

此 也 可 见 张 一 渠 对 陈 伯 吹 的 推

重。当陈伯吹的长篇童话《波罗

乔 少 爷》写 完 后 ，张 一 渠 好 说 歹

说，硬是从陈伯吹手上把稿子拿

走，放在《儿童杂志》高年级版上

开始了连载。

当 时 ，上 海 出 版 界 各 家 的 竞

争还是十分激烈的。儿童书局对

陈伯吹频频“示好”，北新书局的

老板李小峰不可能看不见。随着

陈伯吹在儿童读物创作界和出版

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出版社

都来找他约稿。陈伯吹又是一个

很好说话的人，只要自己能做到

的，也就不好意思说“不”。就在

这期间，陈伯吹又应邀为商务印

书馆编辑了一套初级的《小学国

语课本》，并配套编选了 8 册《小学

语文默读课文》。

正是因为有了这几次在北新

书局之外的撰稿和出版举动，李小

峰对陈伯吹产生了不满，觉得陈伯

吹已经对北新有了“二心”，不可久

留了。不久，北新书局就借故解聘

了陈伯吹在北新书局的合约。

陈伯吹也是一个十分敏感、自

尊心很强的青年，虽然心里还有些

依依不舍，但是为了双方的情面，

还是友好地离开了北新书局。临

别那天，李小峰还特意摆了一桌酒

席，感谢陈伯吹为北新书局做出的

贡献。此时，《小学生》半月刊已经

出版了 71 期，每一期刊物里浸透了

陈伯吹的心血和汗水，包含着他的

心心念念。

1934 年春天，张一渠的儿童书

局聘请陈伯吹担任了编辑部主任，

陈伯吹在编辑出版领域又迈入了

一个新的天地。

陈伯吹在北新书局的前前后后

《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郑毓瑜 著
2017年1月出版 45.00元

本书将“引譬连类”这一
由《诗经》发端的诗学传统上
升到譬喻理论的高度，它不仅
是一种文学表达方法，更是中
国传统认知世界、通过“越界”
和“跨类”的方式在类分事物
的基础上连结“物/我”、“情/
景”、“身/心”、“言/意”的一套
生活知识、理解框架和价值体
系，由此形成迥异于西方以逻
辑推演为主要认知方式的中

国“关联式”、整体性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思维方
式。作者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涉经典的文
学研究、思想史、人文地理学，并借鉴人类学、艺术
史和新文化史对“物质”的研究。

《汉宝德的人文行脚》
汉宝德 著
2017年3月出版 29.00元

这是20世纪后半引领
台湾现代建筑思潮的重要
学者汉宝德先后发表在《大
地》《探索》《当代设计》的专
栏选集。他在推动台湾建
筑教育、文化资产保存等方
面都有卓越成就，在生活中
对人文现象相当关注。书
中内容分为建筑、文化与环
境。在建筑上，作者主张现
代主义的理性加上乡土主

义的感性；在文化上，他是创新的支持者，但在内心
里却以历史与传统为重；对于环境，作者主张开发
应遵循生态的原则。阅读这本书可以和汉宝德一
起进入他的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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