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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媒体与“五四”文学革命 

作者： 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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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认知调查，媒体接触调查，文献调查研究  

摘要：本文梳理了五四运动前后特定历史时期内大众传播媒介和中国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此说明新闻史同文学史

之间微妙和密切的关系，阐述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和促进作用。  

主题词:文学革命 “五四” 中国文学史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而敏感的时期。无论是在思想史、文学史还是新闻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史学家们把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广义上的“五四”时期不仅仅是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是指在这一段时间前后的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传统上把

这段时期的起止时间定位于1917年和1921年之间。然而如果从单纯的文学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以社会变迁为坐标的定义

方法是不合适的。在这里，笔者把“五四”时期的起止时间定义于1917年——1925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经历

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嬗变的过程，也方便以此作为观察的基准。  

“五四”时期的众多文学作品都和社会的变革以及思想的进步联系密切。正如李大钊在1916年所言：“由来新文明之诞

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1]在此之前，著名报人黄远生已经指出“致根本救

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2]  

与此同时，中国大地上众多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

点。  

首先是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强大办报办刊潮流。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刊物，并使之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和新思想

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还有1919年1月1日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这一类以宣传进步思想为己任的刊物是

早期文学革命的最主要载体。  

其次是这一时期中国主要报纸的副刊发展空前，成为中国最进步的一支传媒力量。其内容“较正报更进步、激进，成为

沙漠中的绿洲。”[3]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著名的“四大副刊”，是继《新青年》和《新潮》之后文学革命最重要的阵地。  

最后是文学革命时期形成的两大文学社团也展开了一系列办刊活动，用以传播他们的作品。主要代表有文学研究会的

《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及语丝社的《语丝》等等。尽管发行量比起

前两类媒体相当的小，但是对于文学革命在“五四”后期的延续，这些刊物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综上，大众媒介的发展对文学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以报纸、杂志为主的传播媒体可以对各种思想和观念的传播

保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因此新文学作品得到迅速和有效的传播。鉴于此，笔者把这一时期的文学革命划分为三条主

线。需要声明的是，这三条主线在时间虽然有一定的先行后续的关联，但这三条主线的划分还是主要以传播文学革命的

媒体的类别为依据，从这个角度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大众传播媒体对文学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青年》与《新潮》时代  

《新青年》诞生在中国外患日逼、内乱频仍、社会黑暗、时局险恶的时代。时值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

中国社会的改造活动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重新选择了

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那就是以新文化的传播来实现革新政治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而这所谓“新文

化”思想便是以道德和文学上的革命为主题。  

在早期的文学革命中，陈独秀和胡适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办了进步刊物《新青年》，使之成为早期文学革命的最主要阵地。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倡

导的白话文运动则成为文学革命的最强劲的潮流。  

早在1916年10月，胡适就曾以明确的“文学革命”为话题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了著名的白话文“八不主义”。同年11月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实际上就成为文学革命的即将开始的一个重要信号。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明确

的举起革命的大旗，成为文学革命的开端。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的这两位领袖人物的身份是有区别的。胡适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提出文学改良的“刍议”，

而陈独秀则是以一个革命者和政治家的身份提出了比较激进的革命纲领。起初这两股势力是互补的，刚柔并济。也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使得早期的文学革命阵营存在分裂的隐患。这也是后来的文学革命阵地渐渐由《新青年》转移到报纸副

刊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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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作者：刘敏智┊ 2003-11-10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射出未来的道

路。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放在广阔的横

向与纵向联系的视野中进行比较、透

析，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创新。

那么相对与绵绵长河般的历史而言，百

年新闻史不过是一个纪元，但历史

的……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由于诗歌是文学题材中所受束缚最少的体裁，因此一切文学革新都是从诗歌创作的改良开始的。1917年，《新青年》开

始刊载胡适的白话诗。以后又陆续刊载了沈尹默和刘半农的白话诗。此后，中国的白话诗创作蔚然成风。特别是刘半农

的白话诗创作初步显示了文学革命在诗歌改革方便的实绩。  

然而《新青年》对文学革命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它所倡导的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的普及。特别是1918年4月开始《新青年》全

部采用白话文，这一举动极大的促进的白话文学作品的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白话小说和杂文在这一时期已经

有所建树，逐渐显现出新文化主将的风范。  

然而陈独秀毕竟不是纯粹的学者文人，他无法容忍自己创办的革命刊物成为单纯的文学刊物。于是在1919年初，《新青

年》的风格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开始变成一本以批判时政、发表政论为主的社会革命刊物。而这以后的《新青年》

亦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1919年初，北京大学的一批进步文学青年创办的文学刊物《新潮》无论在风格还是在功效上都和早期的《新青年》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先行后续的关系。  

相对于《新青年》而言，《新潮》的文学性要显著一些。当时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

文学界和报界的栋梁。比如傅思年、罗家伦、周作人等人成为文学革命中期的重要人物，而成舍我则成为后来中国报界

的风云人物。  

《新潮》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文学理论上的探索。  

周作人对新文学运动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提出了重要见解，并提出了文学革命发展的中心观念——“人的文

学”及“平民文学”。这种以人文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文学理论的比起《新青年》单纯的强调白话文写作以及新式标点推

广这种单纯从形式角度的革新有了巨大的进步。  

同期存在的进步刊物还包括《每周评论》、《国民》、《湘江评论》等。不过这些刊物实际上并不是文学刊物，因此对

于文学革命的影响较《新青年》和《新潮》要小得多。这里笔者不再赘述。  

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是《新青年》还是《新潮》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影响并未普及文化圈之外的普通

民众。《新青年》发展到鼎盛时期时，其文学性已经大大削弱。而同期逐渐发展壮大并很快成为文学革命主流的副刊文

学渐渐取代了《新青年》和《新潮》的地位。  

“副刊文学”的兴起与深入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报纸副刊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五四”时期的著名的“四大副刊”——《晨报》副

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在文学性上都比正报先进。和《新青

年》、《新潮》等文学刊物不同的是报纸副刊依附于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因此其影响力较之《新青年》等大

得多。  

“五四”以前，副刊就是以刊登“消闲性小品”为主的园地。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  

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中国报界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副刊也渐渐摆脱了旧式“报屁股”的地位。由于在高压政治下，正报所

刊载的内容往往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因此束缚较少、经营灵活的副刊就成为当时社会上的进步传媒力量。新文学在副

刊上得到了最大极限的发展。  

最早革新副刊的是北平的《晨报》。改版后的《晨报副刊》的内容起初是以宣传进步思想和翻译外国文学为主。这一时

期的《晨报副刊》刊载了大量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名著，对文学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鲁迅的创作生涯就是从翻

译外国文学开始的。文学革命的干将——如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的创作风格大都受到过《晨报副刊》上外国文

学的影响。很多文学史学家把“五四”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有人将“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和青年歌德时代的

狂飙突进运动相提并论，都是由此而生发的。  

然而《晨报副刊》[4]在文学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是在1920年孙伏园担任主编后得以确立的。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成为

文学革命中无可置疑的主要阵地。文学革命中的众多领袖人物，如鲁迅、冰心、许地山、林语堂等等都在《晨报副刊》

上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原创文学作品和译作。“副刊高手”孙伏园依靠自己卓越的编辑才能和活络的社交手腕，使《晨报

副刊》成为当时社会上大批重要作家的最主要的活动园地。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就是被孙伏园“逼出来”的。  

1924年，由于当时《晨报》的主编刘勉抽掉鲁迅的《我的失恋》一诗，致使孙伏园因气愤而辞职。此后的《晨报副刊》

曾由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主编，其风格有所转变。而这一时期已经接近文学革命尾声，因此 “孙伏园时代”可以看作是

《晨报副刊》作为文学革命主要阵地的一个完整时代。1928年《晨报副刊》停刊。辞职后的孙伏园在《京报》主编邵飘

萍的热情邀请和鲁迅的竭力怂恿下开始担任《京报副刊》的主编。因此1924年12月创办的《京报副刊》在一定程度上沿

袭了《晨报副刊》的风格，定位于一份以小说、诗歌为主的进步文学副刊。然而这时文学革命的浪潮基本已经接近尾

声，《京报副刊》也开始转变为政治论战的场地，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副刊，因此也不在属于“媒体与文学革命”这一范

畴。  

和《晨报副刊》同期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刊于1919年6月，由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邵力子主编。正是由于主编独

特的政治背景和身份，《觉悟》从创刊开始就体现出典型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倾向。至于文学性，《觉悟》

比与之齐名的其他三大副刊要逊色许多。但副刊长期开设的诗歌、小说等专栏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新文学思潮的推广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则是一份比较纯粹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副刊。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灯》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学灯》经常连载专门的学术、文学著作。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罗素的《到自由之路》等。此外，郁达夫的第

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以及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都是最先在《学灯》上发表的。  

“五四”以后，《学灯》逐渐变成右翼发表言论的阵地，直到1947年停刊。但在“五四”时期，“学灯”是进步的。  

和《新青年》等刊物相比，副刊在宣传新文学思潮上的优越性是明显的。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革命的促进在“副

刊时代”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由于“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和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无法把文学革命从政治革新中独立

出来。因此即使自我定位于“文学副刊”，各大副刊也始终无法保持文学革命的纯洁性。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学革命无疑

较前一时期更为彻底，成为文学革命的高潮。  

社团刊物涌现与文学革命的延续  

精英阶层倡导的文学革命在以报纸副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下迅速的影响了社会上大批有志文学青年。在个性主

义和平民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自1921年起，成立文学社团和创办文学刊物蔚然成风，推动了文学革命的纵深发展。  

前期和中期的文学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纯文艺性质的社团和刊物。“五四”后期，文学革命的中心任务已经由

对旧体系的摧毁转变为新体系的创建，而已转型的《新青年》和报纸副刊已经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各种思想和

倾向的纯文学社团和纯文学刊物便应运而生。正像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茅盾后来所说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

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刊，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

们的出现使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5] 1921—1934年间出版的文学刊物多达52种，大

小文学社团40多个，规模最大的就是成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当时这两个社团聚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比如文学研究会的叶绍钧、王统照、庐隐、许地山，创造社的郭沫

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和以创造社为主的浪漫主义流派并行，使中国文学呈现出

异彩纷呈的局面。  

这两个文学社团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创办了大批文学类杂志和刊物。比较著名的有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文学旬

刊》以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等。  

其实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文学刊物并不是由这两个社团创办的。例如语丝社发行的《语丝》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

统，主要以杂文、散文为武器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开创了以幽默和泼辣风格著称的“语丝文体”。此外未名社的

《未名》半月刊、新月社的《现代评论》也都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文学革命早期的倡导者们，

如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等仍然活跃在各大文学刊物上，继续担任着文学革命的领导者的角色。  

纯文学刊物的大行其道促成了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周作人、茅盾等优秀的文学理论家。新的文学理论的诞

生有力的维持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延续。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众多文学刊物中，除《语丝》、《小说月报》等等外，其他刊物的影响是分散而微弱的。然而不可

否认，积极创办传播媒介——文学刊物对后期文学革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并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然而以报纸、杂志为主的传播系统贯穿着整个文学革命

的始终。而文学革命中的一切领导者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理念的工具。  

同时，新闻事业的变革也在客观上为文学革命的普及创造了一个相对宽容的条件，低廉的印刷成本和缩短的出版周期以

及广大的受众面都是传统出版物所无法比的。  

我们之所以把“五四”时期的文学发展定义为一场“文学革命”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时期内涌现的文学作品数量大，而是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些和以往乃至以后的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基本上可以用以下三点来概括：  

1． 热情的而非理智的。  

2． 深刻的而非广博的。  

3． 个性的而非共性的。  

毫无疑问，同大众传播媒体的密切联系是使“五四”文学革命呈现上述特点的关键因素。“五四”之后出版业的发展和

繁荣为文学革命的延续和嬗变提供了另一个空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趋于理智化。  

综观整个世界的新闻事业史和文学史，我们会惊异的发现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虽微妙却无处不在的关系。事实上，任何

一次文学上的变革都无法和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剥离开来。仔细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新闻事业的考察和文学史

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1]刘纳.论"五四"新文学[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18页  

[2]刘纳.论"五四"新文学[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18页  

[3]陈昌凤.《蜂飞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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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1年10月起《晨报》副刊由鲁迅正式命名为《晨报附镌》，后被书法家蒲殿俊题为《晨报副镌》，以后又被徐志摩

改名为《晨报副刊》。本文中为方便起见，一概用《晨报副刊》统称。  

[5]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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