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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书刊广告艺术 

范军 

  鲁迅（1881～1936）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编

辑出版家。鲁迅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时间很长，从1907年在日本筹办文艺期刊《新生》算

起，一直到1936年逝世前三天为曹靖华译作《苏联作家七人集》写序，整整30年。据不完

全统计，鲁迅曾担任过18种期刊和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并办过7个社团，编辑出版《未

名丛书》、《乌合丛书》、《奴隶丛书》、《朝花文集》等，替别人“校订”、“校刊”

的作品一百多种。 直到弥留之际，还在关心《海上述林》的出版。鲁迅有自己的编辑出

版理念，同时他又是一 个实干家。从组稿、审读到校对，从写发刊词、编后记到撰书

评、广告，乃至设计封面、版式，他都亲自动手，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作为编辑出版家

的鲁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 贵的遗产。本文就鲁迅编辑工作一个不太被人重视但却

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书刊广告，作 点初步探讨。 

  书刊广告是向读者提供书刊信息、宣传和推广书刊的重要形式。通过书刊广告可以帮

助读者 了解书刊的内容和特点，激发读者求知的兴趣和欲望，产生购买的要求和行为。

书刊广告不仅具有促销的商业效应，而且也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鉴赏水平的重要手

段，具有文化引导的作用。在我国现代编辑出版史上，一些著名的编辑出版家都十分重视

书刊的自我宣传，以大手笔写小广告，效果很好。如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在开明书店工作

期间就写过许多精 彩的书刊广告①。翻检《鲁迅全集》，我们发现鲁迅先生也是非常重

视书刊广告的；这些广告文字如散金碎玉串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理解鲁迅的编

辑思想，对今天的书刊编辑实践也不无启示。鲁迅的书刊广告有些什么特点呢？归纳起来

看，以下几点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是实事求是，真实可信 

  广告最忌讳虚假和浮夸，而这两点又恰恰是许多广告包括书刊广告的通病。真正优秀

的书刊广告，应该对所宣传的书刊的优点、特点说得恰到好处，不言过其实，哗众取宠，

最好能用简短的几句话精确地表达书刊的精粹之处。五四运动前夕创办的《新青年》，常

刊载出版广告，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同时也表现出对读者高度负责的诚实精神。鲁

迅先生在 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书刊广告的不真实主要是内容上的，也有其他方

面的。1931年10月26日上海《文艺新闻》第32号“广告”栏，刊发了一则《鲁迅启事》

②，是鲁迅先生针对现代书局的一则不准确广告 而写的。现代书局当时编印了一部题为

《果树园》的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集。除收入鲁迅所译斐定的《果树园》外，又收入别人所

译短篇小说五篇。其封面和扉页署“鲁迅等译”，但各篇并未注明译者姓名，此后又在报

上刊发更具掠美之嫌的广告。为消除不良 影响，鲁迅便登了如下《启事》： 

  顷见十月十八日《申报》上，有现代书局印行鲁迅等译《果树园》广告，末云：“鲁

迅先生从他许多近代世界名作中，特地选出这样地六篇，印成第一辑，将来再印第二辑”

云云。《果树园》系往年郁达夫先生编辑《大众文艺》时，译出揭载之作，又另有《农

夫》一篇。此外我与现代书局毫无关系，更未曾为之选辑小说，而且也没有看到过这“许

多世界名作”。这一部书是别人选的。特此声明，以免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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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内容不实不仅可能误导消费者，有时还可能引起名誉权、著作权上的纠纷。鲁迅

的启事显然是对现代书局的批评，也是求真务实作风的具体反映。无论是单本书、套书的

宣传，还是期刊的营销，抑或是对书屋（兼有现在出版社的性质）的介绍，鲁迅先生都本

着求真求实的精神，认真撰写广告，以达到正确引导读者、有效推销产品的目的。写作时

间不详的一张单页广告——《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③既是一则广告，又是一篇体现作

者广告理念的宣 言。这则广告开头是这样说的： 

  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

本，来认真绍介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

工减料。卖(买)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

于归根结蒂的上当。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敝书屋是讲实在，不讲

耍玩意儿的。 

  可以说，“讲实在”正是鲁迅先生从事书刊广告活动的一个重要理念，而且这一理念

是一以 贯之的。在《〈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④中，鲁迅的“实在”与谦逊

更是跃然纸上。他说：“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

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内容自然是

很庞杂的，因为 希图在这庞杂中略见一致，所以又一括而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

名丛刊》。”“大志 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

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

骗了。”“《未名丛刊》 专收译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种单印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的，叫

作《乌合丛书》。” 

  反对投机是鲁迅从事书刊编辑的一个重要主张，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广告实践中。1933

年，鲁迅先生为他主编的《文艺连丛》作预告：“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

文艺尽力 的人。三闲书屋曾经想来抵抗这颓运而出了三本书，也就倒灶了。我们只是几

个能力未足的 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看看中国的出版界是否永是这么没出息。我们

首先要印一种关 于文学和美术的小丛书，就是《文艺连丛》。为什么‘小’，这是能力

的关系，现在没有法 子想。但约定的编辑，是真的肯负责任的编辑，他决不只挂个空

名，连稿子也不看。因此所 收的稿子，也就是切实的翻译者的稿子，稿费自然也是要

的，但不是为了稿费的翻译。总之，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决不欺骗的小丛书。”⑤这些文

字既是广告，又超越了普通书刊广 告的意义。它昭示的是鲁迅先生讲“实在”、反“投

机”、负“责任”的编辑精神。 

  当然，既然是广告就不必谦虚过度。没有的不能吹成有的，差的不能说成好的，但对

于书刊 的优点、特点，对于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也还是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宣传的。鲁

迅先生的《 绍介〈海上述林〉上卷》⑥正是一则好处说好、毫不含糊的图书广告。广告

的开头写道：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

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

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这段文字与鲁迅的其他书刊广告文字相比，话说得比较满。本篇最初刊载于1936年 

《中流》第1卷第6期。这则广告文字，作者是带着对牺牲的挚友的深厚感情来写作的，不

久 ， 鲁迅先生本人也与世长辞了。《海上述林》是革命烈士、文学家瞿秋白的译文集。

在瞿秋白 牺牲后由鲁迅收集、编辑，分上、下两卷于1936年5月和10月先后出版。上卷

《辨林》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

选集和拾补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迫，该书出版时，仅署“诸夏怀霜社校印”。了解了这

一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对此书推崇备至了。尽管话说得比较满，但确实又是实

际情况，并无浮夸之辞。 

  鲁迅书刊广告的第二个特点是 

  语言洗练，笔蘸感情 

 

  鲁迅是语言艺术大师。他的抒情散文凝练含蓄，摇曳生姿；杂文幽默而犀利，纵意而



谈，不拘一格。表现在书刊广告中，鲁迅的创作有着简净洗练、不枝不蔓的风格。我们从

作者的《 〈艺苑朝华〉广告》⑦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虽然材力很小，但要绍介些国外的艺术作品到中国来，也选用中国先前被人忘却的还

能复生的图案之类。有时是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有时是发掘现在中国时行艺

术家的在外国的祖坟，有时是引入世界上的灿烂的新作。每期十二辑，每辑十二图，陆续

出版。每辑实洋四角，预定一期实洋四元四角。目录如下 

  《艺苑朝华》是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丛刊，由鲁迅、柔石编辑，共出外国美术作品五

辑。鲁迅的广告在百余字的篇幅中把一套丛刊的来龙去脉、编辑旨趣、作品特点介绍得清

清楚楚。 

  行文简洁明了，用语要言不烦，内容充实丰富，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广告中也得

到了充 分的体现。且看鲁迅先生为苏俄小说《铁流》所作的广告⑧： 

  铁流  A．绥拉菲摩维支作。内叙一支像铁的奔流一般的民军，通过高山峻岭，和主

力军相联合。路上所遇到的是强敌，是饥饿，是大风雨，是死。然而通过去了。意识分

明，笔力尖锐，是一部纪念碑的作品，批评家多称之为“史诗”。现由曹靖华从原文译

出，前后附有作者自传，论文，涅拉陀夫的长序和详注，作者特为中国译本而作的注解。

卷首有三色版作者画像一幅，卷中有作者照相及笔迹各一幅，书中主角的照相两幅，地图

一幅，三色版印法棱支画“铁流图”一幅。道林纸精印，页数三百四十页。实价大洋一元

四角。 

  图书是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因此对它的宣传介绍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本则广告中对

小说内容梗概的概括，对作品的评价，又带有文艺短评和图书评论的性质。其中有文化内

蕴， 有价值评判，对读者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这类书刊广告对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文艺

思想、美 学思想也是很有用处的。 

  文艺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情感的艺术。作为文学书刊编辑家的鲁迅所写的广告适

应这种 特殊商品的要求，不仅语言精练生动，而且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前举《海

上述林》的广告是这样，此处要展开的关于高尔基《俄罗斯的童话》的广告也是如此⑨。

鲁迅写道： 

  高尔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说和戏剧，谁也决不说他是童话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话。

他所做的童话里，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记这是童话，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话。说是做给

成人看的童话罢，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恶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里看了一批人，又伸出头来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进头去在沙龙里

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历来的创作里。这种童话里所写的却全不像真的人，所

以也不像事实，然而这是呼吸，是痱子，是疮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会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写出了老

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像讲着周围的

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 

  但是，要痊愈的病人不辞热痛的针灸，要上进的读者也决不怕恶辣的书！ 

  本篇最初印入1935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的童话》一书的版权页

后。1935年8月16日鲁迅致黄源信中说“《童话》广告附呈”，即指此篇。鲁迅为自己的

译作写 的这篇广告与一般的商品广告大异其趣，几乎没有一点商业的味道，有的是理性

的思考和深 沉的 情感。鲁迅创作也好，翻译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用文学来唤醒民众，用

文学来解剖“国民性 ”，医治我们民族灵魂的顽症。文学史家说鲁迅的杂文风格是“寓

热情于冷峻之中”，其实，他的一些书刊广告文字也有这个特点。情理交融，文情并茂，

这正是作为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的鲁迅书刊广告的一大特色。 

  鲁迅书刊广告的第三个特点是 

  言约意丰，信息量大 

  书刊广告也是广告。一般来说，广告是向公众介绍商品、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方式

（不含公 益广告），目的是打开市场，促进销售。大多数广告都是要收费的，因此文字

不 能太长，否 则得不偿失；即便是书刊利用自己的版面作自我宣传的广告，也因版面的



限制，不可能太长 ，因此，就要求文字精练，言约意丰，用最简短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

信息。 

  应该说，鲁迅先生不愧是书刊广告艺术的高手。他撰写的广告确实做到了言约而意

丰，信息 密集，吸引读者。这里我们来看一则鲁迅为自己编选出版的苏联木刻画集《引

玉集》所作的 广告⑩： 

  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

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

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

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

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

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

                                                                三闲书屋谨

白。 

  这则广告不同于一些大而空的书刊宣传。鲁迅先生对《引玉集》所收版画的来历、编

选出版 的缘起、所选版画的数量、印制的手段方法、销售的地点、邮购的费用，乃至有

无序跋、是 否再版等等，都讲得一清二楚。在鲁迅先生的文集中，像这类广告文字还有

一些，如《三闲 书屋校印书籍》、《〈铁流〉图特价告白》、《〈木刻纪程〉告白》、

《〈死魂灵百图〉广告》、《〈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等，都实实在在，信息密集，且

具有针对性。从这些广 告中可以看出，鲁迅既是一个文化大师，他的工作包括做广告，

都与文化积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创造息息相关。与此同时，鲁迅又是很有经济

头脑和市场意识的，他将文 化与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书刊编辑出版中，有些文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广告，但确实又有广告的功效。比

如内容提要、序跋、出版说明、凡例、作者小传等。鲁迅先生是十分重视这类书刊辅文的

写作的， 有的辅文简直是精彩的广告。我们来看看刊载于1926年6月20日《奔流》第1卷

第1期上的《 〈奔流〉凡例五则》 ： 

  1.本刊揭载关于文艺的著作，翻译，以及绍介，著译者各视自己的意趣及能力著译，

以供同好者的阅览。 

  2.本刊的翻译及绍介，或为现代的婴儿，或为婴儿所从出的母亲，但也许是更先的祖

母，并不一定新颖。 

  3.本刊月出一本，约一百五十页，间有图画，时亦增刊，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

旬出版。 

  4.本刊亦选登来稿，凡有出自心裁，非奉命执笔，如明清八股者，极望惠寄，稿由北

新书局收转。 

  5.本刊每本实价二角八分，增刊随时另定。以十一月以前豫定者，半卷五本一元二角

半，一卷十本二元四角，增刊不加价，邮费在内。国外每半卷加邮费四角。 

  这些广告或准广告文字，恰如许广平在《集外集拾遗·编后说明》中所说：“虽寥寥

数语， 颇费匠心”，“每于字里行间，卓著风格”，“多为读者所揣摩爱好”。读者之

所以喜爱， 一是鲁迅的广告文如其人，真诚实在，卓然成一家风格；二是有效信息量

大，作者和读者都 能从中获取有用的东西。 

  鲁迅先生对“自做广告”大吹大擂的恶劣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他主张“不要贴大广

告，却不 妨卖好货色”。他说“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他对于

在刊物上附登些乱七八糟的广告，极为痛恨。为了“医生诊例”、“袜厂广告”、“立愈

遗精药品广告” 在《语丝》杂志上出现，他大为不满，就在同一刊物上把一篇反对这种

做法的文章登出来以示抗议 。 

  他对于一个杂志先刊登“要目”和不征得作者同意自行“预告”的作风也很反感，尤

其对于刊物正式出版与预告的“要目”不符大为不满。 

  当然，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任何广告的，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他自己 编辑出版的书刊也是登广告的，尤其是书刊自我宣传的广告，健康、诚实而又十

分别致。70年后我们来看这些广告，仍毫无陈旧过时之感。它们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可以

说，鲁迅的书刊广告不但代表他所编辑出版的那些书籍杂志，也代表了编辑出版那些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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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的鲁迅这 个人。他的书刊广告艺术至今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注      释】 

  ①《叶氏父子图书广告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③⑧《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⑥⑦⑨⑩ 《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转引自臧克家《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见《编辑杂谈》，北京出版社19 81

年版。 

   参阅臧克家《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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