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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局 1917 年由沈知方创立于

上海，是民国时期与商务印书馆、中华

书局等齐名的著名出版机构，曾以出版

鸳鸯蝴蝶派的通俗畅销作品而盛极一

时。ABC 丛书是世界书局编辑出版的

代表性作品，该套丛书内容广泛、通俗

易懂，适合读者需要，为民国时期颇有

影响的大型普及类学术文化丛书。

编纂的缘起

民国初期的出版界颇为混乱，供给
青年所必需的知识书籍不见增加，而只
供给少数人消遣或参考的色情小说与淫
秽的书籍却大为流行。在此背景下，世
界书局在出版内容上注重大众化，为了
担负起民众教育的重任，1928年特聘
请在上海的复旦实验中学任教的著名文
人徐蔚南主编ABC丛书，以推出人人可
读且有系统的丛书。该丛书之所以起名
ABC，也在于ABC在西方语境中就指各
种学术的阶梯和纲领，而主编徐蔚南也
因此被称为“ABC先生”。

对于编纂ABC丛书的初衷，徐蔚南
在该丛书的《发刊旨趣》中曾有详细介
绍：第一，正如西洋ABC书籍一样，要
把各种学术通俗起来，普遍起来，使人
人都有获得各种学术的机会，使人人都
能找到各种学术的门径。我们要把各种
学术从智（知）识阶级的掌握中解放出
来，散遍给全体民众。ABC丛书是通俗
的大学教育，是新智（知）识的泉源。
第二，要使中学生、大学生得到一部系
统的优良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当时青年
们对于一切学术都想去下一番功夫，可
是没有适宜的书籍来启发他们的兴趣，
以致他们求智（知）的勇气都消失了。
这部ABC丛书，每册都写得非常浅显而
且有味，青年们看书时，绝不会感到一
点疲倦，所以不仅可以启发他们的知识
欲，并且可以使他们以短时间收到很大
的效果。

由此可以看出，该丛书的目的是用
作民众了解学术的读物，大学、中学教
学的教材，以及大中学生所用的教学参
考书，希望用深入浅出之法，极有趣味
的文字，以期发展青年之智识，故也有
极大的市场需求。

为达到上述目的，该丛书特别邀请
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
及专门的研究者来编写这部丛书。丛书
所邀请的作者，有张君劢、孙本文、李
权时、张东荪、潘公弼、沈雁冰 （茅
盾）、杨贤江、夏丏尊、洪深、陈望
道、陈抱一、朱应鹏、丰子恺、胡朴
安、曾虚白、张若谷等，都是各自领域
的名家，先后有100余名作者参与丛书
写作，作者阵容颇为强大。

编纂的过程

当时世界书局专门成立ABC丛书社
来编辑出版此套丛书，从1928年春季
开始筹备组织。丛书社对丛书内容几经
讨论，议定编辑条例，其中最重要者
为：“文字须亲切有味，明白畅快；内
容须充实，力避无谓繁文。”

ABC 丛书从 1928 年夏开始陆续出
版，一直出版到1933年出齐，先后出
版 154种 164册，之后在 1937年抗战
全面爆发前又多次再版，盛行数年之
久，在图书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
功。《时事新报》1928年12月12日刊
登《ABC丛书之畅销》一文曾称：自丛
书第1期40种发行后，其中有数册已
为本埠各校用作教本，连日来各校学生
向该局门市部购买者，每日售出两三千
册之多，可见该书适合读书界需要及其
价值。

ABC 丛书不仅内容优良，文字浅
显，而且装帧形式也是别具一格，极为
美观。该丛书既有32开的平装本，也
有用上等道林纸印刷的精装本，在书脊
处有烫金的书名。丛书的封面外观颇为
整齐，整体为素色的单色，有的封面还
装饰风景图案、条纹或小花，书中铅字
的排列清晰易读。此套丛书平装本与精
装本的装饰不相上下，只是定价更为便
宜，其中精装书每册6角，平装书则为
5角一册。

世界书局的负责人沈知方在 1929
年发表的《从计划到出书》一文对该丛
书的形式介绍称：ABC丛书每册虽各独
立，但与同组之书籍，有密切的关系。
每组虽各独立，但与同一部门的各组，
自有相连的关系，各部门虽各独立，但
就整部的丛书考察，各部又复联络。所
以ABC丛书的组织，读者可依自己所学
的，自己的趣味以及购买力而单购某一
册或购某部的某组，或购一部门，或整
购全部丛书均无不可。

编纂的内容

ABC丛书内容包罗万象，作为通俗
的百科全书，分为五大部：文艺之部、
哲学之部、政治经济之部、教育史地之

部及科学之部，其中政治、法律、社
会、市政、商业、哲学、教育、史地、
科学、文学、艺术，无不包含在内。每
部门之下又分为若干组，根据1929年
出版的《世界书局ABC丛书提要》的分
类，例如文艺之部，分国学组、文学
组、西洋文学组、神话组、艺术组；哲
学之部下设哲学组、伦理学组；政治经
济之部下分政法组、经济组、市政组、
商业组；教育史地之部下分教育组、演
说学组、史地组、体育组；科学之部下
分科学组、心理学组、卫生学组、工程
学组、数学组。每组之内更分若干册，
每册独立。

从该丛书具体的内容看，也是从各
学科门类出发，涵盖各领域知识学术的
要义，为基础入门读物。如艺术组出版
的书包括 《艺术哲学 ABC》《独幕剧
ABC》《歌剧 ABC》《音乐 ABC》《国画
ABC》《洋画ABC》《图案画ABC》《构图
法 ABC》 等 ； 史 地 组 包 括 《东 洋 史
ABC》《西洋史ABC》《日本史ABC》《人
文地理ABC》《自然地理ABC》《海洋学
ABC》 等 ； 科 学 组 则 包 括 《进 化 论
ABC》《科学论ABC》《电学ABC》《相对
论ABC》《摄影学ABC》等。这些丛书内
容都是对各科的基本知识进行了通俗化
介绍，对学生与民众开展普及教育颇有
帮助。

特别是当时丛书作者还有杨贤江、
沈雁冰两位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人。
当时在世界书局工作的朱联保所写的
《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一文曾提及两
人为世界书局写稿的情况称：“1927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杨贤江、沈
雁冰等，不能在上海立足，东渡日本，
依靠译著维持生活。当时世界书局由徐
蔚南经手，接受杨贤江（笔名李浩吾）
译著的《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教育

史ABC》两稿，接受沈雁冰所著西洋文
学、神话等稿10种 （笔名玄珠、方壁
等，书名《现代文艺杂论》《近代文学
面面观》《西洋文学》《六个欧洲文学
家》《希腊文学 ABC》《骑士文学 ABC》
《中国神话ABC》《北欧神话ABC》《小说
研究ABC》《神话杂论》等），均用笔名
出版。”但是此二人为丛书写稿出版
后，也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高度
关注。上海党部致函世界书局，要求将
两人所著书籍先行送部审查，否则不许
发行。所幸经审查后，两人所著书都为
学术内容，方得以顺利在市场上销售。

ABC丛书出版后，满足了读者特别
是当时求知青年的需要，受到各界的热
烈欢迎与当时舆论的一片好评，复旦大
学、暨南大学等当时很多大中学校还将
部分书籍作为教材直接使用。著名教育
家经亭颐在为 《世界书局 ABC 丛书提
要》 一书所写的题词中曾称：“ABC丛
书不但在救济青年苦闷，且能引导青年
思想，将深邃学理以浅显文字表现之循
序渐进，贯彻自易，是书之出，当裨益
于世不少。”徐国桢1928年12月在著
名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文认为
ABC丛书之所以值得一谈，就是因为时
代所确实需要。它是适合于一般人口味
的，而且是为患“知识病”者所需要
的。上海《新闻报》1928年12月28日
刊登的 《ABC 丛书和读书问题》 也指
出：“这部书不但是种类繁多，而且编
制方面也十分适宜。把各种学术提纲挈
领，用极明白的白话文，作极有趣味、
极有条理的介绍，确是现代青年们不
可 少 的 一 部 大 丛 书 。 希 望 有 求 智
（知）欲而又感于无适当书籍可以自修
的青年们都来一读。”该丛书还在《申
报》《大公报》等著名报纸上连载广告
进行宣传，1930年10月天津的《大公
报》 在刊登的该丛书广告中曾称该丛
书为“现代最美备，最精良的新智
（知） 识宝库”。而且为了增加市场销
量，该丛书还经常进行打折促销，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ABC丛书的发行，早于商务印书馆
1929 年才出版的 《万有文库》，作为

“百科学术的阶梯”，向普通大众宣传了
新知识，对民国时期的青年学生、学术
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套丛书为民
国名家编写普及性学术文化丛书的典
范，其写作风格、出版样式也对之后其
他出版机构推出类似丛书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与示范作用。特别是某些丛书的内
容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参考
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世界书局与ABC丛书的编辑出版
伊 岚

1982 年 3 月，江苏省作家协
会组成考察团，到常州考察。陆文
夫、汪曾祺、高晓声等先后参观了
常柴厂、无线电总厂和苏东坡终老
地——藤花旧馆以及恽南田墓。后
来，他们又去了小河沿菜场附近的
长摊、饮食店，吃了豆腐汤、小笼
包、五香茶叶蛋。

用餐完毕后，有人说，“听说
常州大麻糕很不错的”，于是，考
察团由高晓声带着一起走进了位于
德泰恒饭店旁边的常州麻糕店。大
家又品尝了香喷喷的大麻糕。吃完
后，考察团成员摸摸嘴边的麻糕
屑，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说道

“这才是常州正宗的饮食文化”。饭
店经理知道他们是省作协的知名作
家，想让作家们写几个字留念。汪
曾祺想动手留下墨宝，就朝高晓声
看了一眼。高晓声朝他努了努嘴，

汪曾祺立马心领神会，写下了“常州
麻糕天下第一”。

1985年，常州开展青少年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准备邀请一
些省作协的知名作家到常州开展各种
教育活动。陆文夫和汪曾祺等知名作
家在高晓声的盛情相邀下再次来到常
州。他们在常州工学院、河海大学常
州分校和三职高等大中小学举办文学
写作讲座。

在常州工学院，全校师生在听完
作家们的讲座后，热心的彭玉芳院长
在图书馆铺上台布展开宣纸，请高晓
声和陆文夫题字。陆文夫暗暗叫苦，
高晓声也不停摇头，两个人完全不擅
长书法。这时，站在一边的汪曾祺立
刻抢过笔来解围。他不仅给学校题了
字，还给在场的老师和聆听讲座的大
学生写了墨宝。拿到字的人个个皆大
欢喜，十分满意。

汪曾祺题字
周 星

一 般 人 认 为 ， 理 直 就 该 气
壮，可梁漱溟从不这样，他却理
直气和。1984 年 3 月的一天傍
晚，梁漱溟和儿孙一起在家里吃
饭。他平时有个习惯，晚上这顿
饭一定要喝一碗清淡的汤，所以
保 姆 每 次 都 会 给 他 做 一 碗 素
菜汤。

这天的菜汤上桌后，梁漱溟
拿汤匙盛了一勺，喝了一口，笑
着对保姆说：“请你帮我在菜汤里
加点儿开水吧。”于是，保姆在菜
汤里加了一点开水。梁漱溟又盛
了一勺，尝了一口，又一次微笑
着对保姆说：“还得麻烦你再加一
些开水。”保姆有些不高兴了，小
声嘀咕着，又在菜汤里加了一些
水。梁漱溟盛了一勺喝下去，还
是有些咸。于是，他请求保姆再
一次往汤里加点水。这下保姆的
脸色变得阴沉，觉得梁漱溟在故
意支使她，她带着抱怨的口气

说：“再不能加了，再加就流出来
了。好好的一碗汤，怎么来回加
水？这样一来，汤就不好喝了。”说
着，她顺手拿起汤匙舀了一勺，自
己尝了尝。

“哎呀，咸死了！”保姆不禁叫
出声来。此时的她显得很尴尬，她
难为情地问道：“老先生，您怎么不
早告诉我？”梁漱溟笑了笑：“因为
我不埋怨你，埋怨你没有意义。眼
下最关键的，是加些开水后弄得能
喝就行了。”保姆十分过意不去，
说道：“要不，我再给您重做一碗
吧！”梁漱溟却连连摆手：“不用
了，不用了！我们别浪费，要惜
福！”接下来，梁漱溟把一碗汤分
成两份，在其中一份里加了些开
水，而后慢慢地喝起来。

对于保姆的失误梁漱溟没有一
句抱怨，而是十分包容地对待保
姆。梁漱溟的理直气和，着实令人
敬仰，堪称楷模。

梁漱溟“理直气和”
张 雨

阎肃原是西南军区文工团干
部。1959年春节刚过，他接到团
领导的指令，到广州空军某部队

“当兵”。
阎肃等 4 人到了部队，先是

被安排去种菜，一种就是半年。
几个月后，他们才有机会去机
场，负责擦飞机、加油、充氧、
充冷、充气、换轮胎。清晨，他
们顶着“鱼肚白”到停机坪，擦
飞机、递工具、打下手；晚上，
迎着晚霞送飞机回“机窝”；半
夜，还要参加跑警报演习。南方
机场，夏天高温高湿，冬天寒冷
潮湿。那时候，战备紧张，阎肃
天天待在机场，中午就在副油箱
上躺一会儿。

一天傍晚，彩霞满天。飞机结
束训练，依次返航。阎肃所在机组
的一名机械师，迎着火红的晚霞，
扛着舷梯，站在跑道的尽头，仰望
着蓝天。阎肃被这幅壮丽的美景吸
引了，他突然意识到，无论是地上
的人还是天上的人，他们都爱祖国
的蓝天，都在守护着这片天空。一
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涌上心头：“我

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
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
前……”当晚，《我爱祖国的蓝天》
歌词就写好了。战友们看后，都觉
得好。

《我爱祖国的蓝天》歌曲，用了
罕见的三拍子，赞颂了空军战士热爱
祖国蓝天、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
情。其奇妙之处，在于用一种“不像
军歌”的方式，描绘出空中飞行员的
英姿，彰显出独特的“兵味”。1964
年，这首歌荣获空军文艺创作一等
奖。后来，这首歌曲，历经传播，经
久不衰，成了空军的代言曲，激励了
无数热血青年。一名年轻的军官曾对
阎肃说，他当年就是听了这首歌，才
报名参加空军的。

阎肃坦言，“我写《我爱祖国的
蓝天》，不是领导交代的任务，不是
命题作文。这首歌能传唱至今，凭借
的是空军部队生活赐予我的‘乳
汁’。”

此后，阎肃又陆续创作出《红梅
赞》《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雾
里看花》 等名作，终成一代词作
大家。

阎肃“当兵”
王 剑

罗工柳是中国著名油画家。1936
年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钻研木刻。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武汉参加抗敌宣传
活动。1938年奔赴延安，入鲁迅艺术
学院美术系，不久参加鲁艺木刻工作
团，年底赴太行山抗日前线，任 《新
华日报 （华北版）》 美术编辑，从事
版画创作。1942 年 5月，他参加完延
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深入到火热的斗
争中去，创作出 《左权像》《关向应
像》《马本斋的母亲》等展示抗战英雄
风采和表现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
斗争的作品，鼓舞了人民抗战必胜的
信心和斗志。他创作的木刻版画 《马
本斋的母亲》，横 17.6 厘米，纵 12.8
厘米，现藏于中国美术馆。该作品以
马本斋的母亲挺身而出、慷慨就义的
英勇事迹为题材，描绘了伟大母亲的
光辉形象。

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1873 年 1
月生于直隶河间县城，21岁嫁与献县

马永常为妻，共生4子，马本斋为其次
子。白文冠经常给儿子讲历史上民族英
雄、好汉侠客的故事，教育儿子要以他
们为榜样，做人正直刚强。抗战全面爆
发后，白文冠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义
愤填膺，积极鼓励退役在家的马本斋拉
起抗日队伍。马本斋随即在家乡组织起
一支回民抗日义勇队，后改编为八路军
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他本人也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
抗击日本侵略者，勇猛顽强，被冀中军
区誉为“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
垮、拖不烂的铁军”。

被回民支队打得焦头烂额的日军，
采用了叛徒哈少甫的毒计，决定逮捕白
文冠，逼降马本斋，趁机消灭回民支队。

1941年8月27日，日军突然奔袭
包围了东辛庄。村民来不及转移，被日
军驱赶到清真寺前，四周架起了机枪，
用刺刀威逼群众交出白文冠，可群众都
默不作声。日军从人群中拉出青年抗日

先锋队队员马维良、马维安两兄弟，对
其严刑拷打，逼其指认白文冠，两兄弟
誓死不屈，气急败坏的日军刺死了马氏
兄弟。

傍晚时分，一群日伪军将在庄稼地
里隐蔽的群众也赶了出来，白文冠就在
其中。日军又在人群中拉出了白文冠的
邻居王兆喜，用刺刀对着他逼问白文冠
的下落。王兆喜从容答道：“老太太已
跟随儿子走了。”日军把王兆喜打得皮
开肉绽，欲杀害他。这时白文冠从人群
中走出来，高声说道：“我就是你们要
找的马老太太！”白文冠慷慨激昂地对
乡亲们说：“你们放宽心，我知道该怎
样对付这帮狗强盗，你们转告本斋，叫
他狠狠打鬼子！”

白文冠被关进日军的监狱里，日军
对其软硬兼施，可白文冠视死如归，绝
食7天牺牲。朱德总司令称赞她：“中
国人民有如此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
光荣、回民的光荣、妇女的光荣，更是

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有力的例证！”马
本斋得知母亲殉国的消息后，含泪写下

“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
续斗争”16个大字，并赋诗一首悼念
母亲，表明心志：“宁为玉碎洁无瑕，
烽火辉映丹心花。贤母魂归浩气在，岂
容日寇践中华！”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
向日军发起更加猛烈的回击。

创作于1943年的木刻版画《马本
斋的母亲》再现了马母被捕这一情景。
画面上一群村民被日军驱赶在一片空地
上，面对日军明晃晃的刺刀，群众神态
各异，有的怒目而视，有的神情坚毅，
有的腰杆挺立，有的紧张地保护着幼小
的孩子。画面中间的前面，一村民已经
被日军折磨得奄奄一息，面部朝下扑倒
在地。一个日军脚踩着一位村民，一手
持枪、一手执鞭，村民则半跪在地，手
护着头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站在人
群前面的老太太，就是白文冠。她昂首
挺立，左手紧攥，右手高高举起，一身
浩然正气，面对残暴的日军，她毫不畏
惧，厉声痛斥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该作品虚实结合、主题鲜明，人物塑造
准确清晰、生动形象，揭露了日本军国
主义的侵略行径，刻画了侵略者的丑恶
嘴脸，热情歌颂了白文冠大义凛然、殒
身不恤的英勇壮举，给人以鼓舞，给人
以力量。

罗工柳与木刻版画《马本斋的母亲》
郑学富

2001 年，北京大学终身教授
季羡林的代表作 《清华园日记》
出版发行，这些文字都是他于清
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时
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
年 8月11日。当时的季羡林也就
20 岁出头，风华正茂，敢想敢
说，展现出一个热血青年独特的
一面。

在 1934 年 1 月 19 日的日记
中，季羡林这样写道：“真讨厌，
大风呼呼地直刮了一天。”两天
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过午在
张明哲屋打扑克，消磨了一下午。
无论如何时间消磨掉了，总是痛快
事。”一个多月后，季羡林又在日
记中写道：“只要老子写出好文
章，怕什么鸟？”看看这些令人惊

愕且有些幽默的市井语言，如果不点
名，还真不知道这些话竟然出自国学
大师季羡林之口。

有意思的是，在图书即将出版
时，已90高龄的季羡林却展现出自
己率真的一面，他在后记中如此写
道：“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什么样
的思想，什么样的在人前难以说出口
的话，都写了进去。万没有想到今天
会把日记公开。有些话是不是要删掉
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
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70年前
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
是圣人。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
天化日之下。”

耄耋之年的季羡林并没有为了自
身形象而删除那些“影响不好”的句
子，实乃真性情也。

季羡林的率性
姚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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