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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教育界 月刊。1912年1月在上海创刊。由顾树森、沈颐等主持，后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先后接任。一二八事变后由倪

文宙主持。该刊本着“研究教育，促进文化”的宗旨，围绕教育制度改革，广泛探讨和介绍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政策和教育

方法。前期设有教育评论、教育论著、中小学研究、国外教育译述、国内外教育新闻等栏目。主要撰稿人有范源廉、黄炎培、黎锦

熙、周建人、陆费逵等。八一三事变后停刊。1947年1月在上海复刊，姚绍华主编。致力于“教育普及于全国，文化深入民间”的工

作。重点传播新的教育观点和方法，宣传西方国家和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提倡科学教育、电化教育和生活教育等。胡适、黄炎

培、陶行知是该刊撰稿人，1950年12月出版新的第4卷第12期后停刊。共出322期。 

不忍 1913年2月在上海创刊，月刊。由流寓日本的康有为主编，陈逊宜、麦鼎华康思贯先后编辑。广智书局印行。全部刊载康

有为的论著，主张定孔教为国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坚持君主立宪。同年9月出版第8期后停刊。1918年初，又出版了第9～10期合

刊。 

正谊杂志 1914年1月在上海创刊。月刊。编辑人谷钟秀，撰稿人张东荪、杨永秦、陈沂、沈钧儒等。取“正其谊，不谋其利”之

意命名，以“促进政治改良、培育社会道德”为宗旨。分论说、译述、记载、艺文、杂纂等栏。该刊主张“多数政治”、“以议代政”，实

行内阁制及地方分权，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次年6月停刊，共出9期。 

中华实业界 1914年1月创刊。月刊。中华书局总发行，中华实业界社编辑。主要撰稿人有张謇、穆湘彧、杨荫樾等。宣传“实业

救国”思想，重在帮助政府研究实业政策、研究实业营业方法、调查中外实业状况、选载中外实业家传记、介绍名人学说及各国制

度，每期附有《上海每月商情一览表》。1916年6月终刊。共出30期。 

大中华 1915年1月20日在上海创刊。月刊。大中华杂志社编辑及发行，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梁启超任主任撰述，主要撰稿人还

有康有为、章太炎、吴贯因、任致远、谢无量、蓝公武、陈霆锐、王宠惠、张君劢、张东荪、马君武、张謇、林纾等。分设政治、专

题论文、文苑（文、诗、词）、时事日记、要牍、选报、余录等栏目，以前二项为主，并有不少翻译文章。该刊为欧战后出版的重要

学术刊物。创刊号上，陆费逵的《宣言书》宣布办刊的目的有三：“一曰养成世界智识；二曰增进国民人格；三曰研究事理真相，以

为朝野上下之南针。”梁启超在《发刊辞》中提出，该刊的宗旨是：“注重社会教育，使读者能求得立身之道与治生之方，并能了然于

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以免陷于绝望苦闷之域；次则论述世界之大势，战争之因果及吾国将来之地位，与夫国民之天职，以为国民之指

导。”该刊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并就国家的政治体制、宪政的具体实施、国会制度、经

济问题，以及欧战的起因、发展趋势及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还发表探讨各种学术问题的论文，诸如文化通论、中外哲学、宗

教、历史、经济史、文学史、社会学、教育学、卫生学等论文。还译载了少量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选登了多篇中外长短篇小说。 

新青年 初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月刊。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创办者和主编为陈独秀。创刊号上陈独秀

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

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要求。《青年杂志》第1卷共出6号，1916年2月，因护国战争爆发而停刊。1916年9月1日

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并增设“读者论坛”一栏。创办，前期该刊倡导科学与民主，发起文学革命，激烈抨击孔教为中心的旧

文化、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至北京编辑，但仍在上

海印行。同年秋，在出满第3卷后，休刊数月。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改组为同人刊物。同年1月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

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分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编辑部。1918年10月第5卷第5号发表的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

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是该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同年10月前后，编辑

部迁返上海（北京仍保留编辑部名义），陈独秀复任主编；1920年5月出完第7卷后休刊3个月。同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上海共

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改由上海新青年社独立出版发行。从该号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介绍苏俄

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文章，登载列宁的著作和介绍列宁活动的文章，并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伪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11月，陈

独秀去广州，由陈望道接编；李汉俊亦参加编辑工作，旋退出。1921年9月陈独秀返沪，再度出任主编。翌年7月，出至第9卷第6号后

休刊。前后共出9卷。1923年6月，在广州复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瞿秋白任主编复刊号为“共产国际”专号。季



刊。复刊后更加明确以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纲领和策略为主要内容；参与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1924年12月再度休

刊。1925年4月复刊，是继季刊后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编号另起。复刊号为“列宁号”。原为月刊，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刊。1926

年7月25日出第5号“世界革命号”后停刊。创办前期该刊倡导科学与民主，发起文学革命，激烈抨击孔教为中心的旧文化、旧道德，成

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学术丛编 1916年5月创刊。上海广仓学宭出版。月刊。王国维主编。发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考》等著名学术论文。1917年9

月停刊，共出24期。后来编印为《广仓学宭丛书》甲类，又称《学术丛书》。 

民铎 1916年6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季刊。为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研究会”主办的大型刊物。该刊以民主主义为主导。内容

多为论文，间有诗词、戏剧、小说等，不分栏目。初期的宗旨是：“促进民智、培养民德、发扬民力”；“网罗各门著述，纯从根本上

讨论是非得失”。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爱国进步刊物。1918年12月1日第1卷第5号起，迁至上海出版。自第2卷起改为月刊，第10卷再

改为双月刊。上海改版后，声明“本志以阐扬平民精神，介绍现代最新思潮为宗旨”，虽仍有批评时政的文字和反对列强的文章，但政

治性日渐减弱，学术性日渐加强，逐渐成为纯学术刊物。1919～1928年李石岑任主编后，更以尼采的“奋斗意志”或“灵的觉醒”为主

导，使之成为译介西方哲学思潮的刊物，同时，发表各家论著，介绍其他哲学学派和政治、经济、文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其基

调是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1928年以后，系统介绍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转而以辩证唯物论为该

刊的主导思想。1931年1月停刊，共出10卷52期。 

教育与职业 1917年10月创刊。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创办。双月刊。第17期起改为月刊。1940年第192期起迁重庆，1946年

201期迁沪。旨在“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分设评论、杂谈、社务丛录、通讯等栏目。注

重研究职业教育理论，调查中国职业教育现状，报道西方职业教育经验。对改革近代学制，推广平民化教育，提高职工知识水准，推

动职业教育有过重要贡献。抗战前后，该刊呼吁举国抗日救亡，揭露日本侵略阴谋，宣传爱国进步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张元济、余

日章、蒋梦麟、陶行知等均在该刊发表过文章。1949年12月停刊，共出208期。 

学灯 1918年3月创刊于上海。上海《时事新报》的综合性学术副刊。每周一期，5月起每周二期。12月起，每周三期。次年1月

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12月起逐日发行。以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为主。五四时期是新文艺创作的主要阵地之一，与《民国日

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同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副刊”。《学灯》对新旧文化斗争取消极中立态度，偏重介绍西方资

产阶级学术文化，也译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1919年4月俞颂华任主编期间，曾全文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

众的大联合》。五四运动后，《学灯》益趋保守，逐渐沦为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舆论阵地。1925年11月，《时事新报》“教育

栏”并入《学灯》，不再刊登文艺创作，而以教育和新闻为主。先后担任编辑的有张东荪、匡僧、俞颂华（澹庐）、郭虞棠、宗白

华、李石岑、郑振铎、柯一岑、朱隐青、潘光旦、钱沧硕等。1928年4月4日起，改为《学灯教育界消息》，由程晓湘主持。1929年5

月16日进一步改为《教育界》，《学灯》因此终刊。1932年10月23日复刊，改名《星期学灯》，主要内容为书报评价、世界文艺思

潮介绍、读书随笔、国内文化消息等。主要撰稿人有傅雷、曹聚仁、张资平、胡怀琛、赵景深、刘大杰等。1934年6月3日易名《时事

新报学灯》，次年9月22日停刊。1937年2月14日《星期学灯》复刊，主要刊载有关政治、历史、哲学的论述，薛农山主编，主要撰

稿人有叶青、李季、郑家稼等，同年8月8日停刊。次年6月《星期学灯》在重庆复刊。1946年4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恢复出版

《学灯》，至于1947年2月24日终刊。 

星期评论 1919年6月8日创刊于上海。周刊。在孙中山及其政党的指导与支持下出版，先为中华革命党主办；同年10月，中华

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即由后者主办。戴季陶、沈玄庐任主编，参加撰稿的还有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李大钊、陈

独秀、李汉俊、沈仲九、胡适、刘大白等。设有评论、主张、短评、思潮、世界大势、记事、诗、小说、书报介绍等栏目。该刊主张

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预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刊物着重研究和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报道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支持学生运动，

提倡妇女解放，宣传新思潮，同情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统治。1920年6月6日第五十三期上发表《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

言》，宣称“本社言论受无形禁止”，宣布“中止刊行”。加上第十八、十九两期间插入的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前后共计出版54期。 

觉悟 1919年6月16日创刊于上海。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至1925年夏，由邵力子主编。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萧楚

女、邓中夏、沈泽民等都为该刊撰稿。创刊时不分栏，以论文为主，译文占很大比重。1920年后，先后辟评论、讲演、译述、选录、

文艺、诗、小说、剧本、通信、随感录、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社会研究、专载、参考资料、问题研究、平民血泪、新书介绍、旅东

随感录等栏目，从创刊时起，表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五四时期是“三大副刊”中唯一基本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1920年

陈望道参加编辑工作。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具有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觉悟》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

化，支持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介绍俄国革命和苏俄建设，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起了

较大的作用。特别是五卅运动期间，由恽代英主编，发表了许多共产党人的文章，表现了高度的战斗性。“西山会议”后，《民国日

报》为西山会议派叶楚伧等所控制。1925年7月，发表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政治倾响开始变化。1926年1月7日发表了

《忠告我们的朋友— —共产党》一类反共文章，沦为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舆论工具。1931年12月31日终刊。 

少年中国 1919年7月1日创刊于北京。月刊。每年出12期为1卷。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学会会员120余人。李大钊、王

光祈、黄演存先后任编辑主任。担任编辑工作的还有苏甲荣、恽震等。1921年编辑部迁上海，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自第四卷第五期起

改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1924年5月停刊，共出4卷48期。编辑部迁上海后，由左舜生主持编辑工作。该刊注重理论研究，主要发表会

员所撰写的关于自然科学、文学、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与译述，出版过妇女问题、诗学研究、新唯实主义、法兰西、宗教问题、



相对论等专号。刊物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扬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以探讨“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会员

成分复杂，思想分化日趋明显。在集中开展关于主义问题的讲座中，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主张宣传主义，而且明确定为社会主

义；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则主张国家主义；也有人认为应该慢慢研究再确定主义。由于会员思想分歧，在出完第四卷第十二期后停

刊。 

建设 1919年8月创刊上海。孙中山创办。主要成员有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是当

时国民党主要的理论刊物，发表过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初稿，关于讨论民权主义著译也数量可观，尤以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唯物史

观的研究与介绍颇受注目。次年7月停刊，12月复刊，又出第三卷第一期。 

解放与改造 1919年9月创刊于上海，以北平新学会名义出版。半月刊。第1卷共出8期，第2卷出16期。主编张东荪、俞颂华。

设社论、评坛、论说、读书录、思潮、世界观、社会实况、译述、文艺、杂载等栏目。1920年9月第三卷开始，更名《改造》。主编

改为刚从国外归来的梁启超。主要撰稿人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改造》设社会主义讨论、政治·法律·军事、哲学、文化·教

育、文学·艺术、历史、科学等栏目。刊物发表了大量宣传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文章，提出要“从唯物主义转到精神主义”，“去马

克思而返于康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强调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

企图把革命高潮拉到改良主义道路上去。他们的言论受到了《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的批评，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

战。第三卷出第十二期，第四卷出第十期即停刊。1922年9月出版第四卷第四十六期停刊。 

民心周报 1919年底创刊。张謇、黄炎培、王正廷等十余人发起。前期内容以时事述评和一般政论为主，这些论述抨击割称据雄

的军阀势力，揭露帝国主义对华的政治、经济侵略。同时也刊载一些国内工商业发展的经验，提供一些经济信息。1920年后，逐步增

加国际贸易、工商企业的情况调查、经济评论等内容，使该刊变为政治、经济论述并重的刊物，该刊强调言论自由，持论公正，在刊

载的大量评论中颇多警世之作，1922年初停刊。 

少年世界 1920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月刊。同年12月停刊，共出12期。1921年4月又出了一期增刊“日本号”。为少年中国学会

继发行《少年中国》后刊行的第二种出版物，由南京分会负责编辑。该刊辟有学生世界、学校调查、教育世界、工厂调查、劳动世

界、农村生活、华侨消息等栏目，分别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和华侨的情况，刊载工厂、农村的实地调查报告，以及反映国内外劳动人

民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开设妇女世界、儿童世界、社会批评、世界大势、地方调查、学术世界、读书录、出版界、森林调查、游

记、杂录等栏。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罗学瓒、王若飞、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张闻天等，都曾为该刊撰写文章，介绍苏

俄、国际工人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等情况。 

劳动界 192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周刊。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通俗工人刊物。陈独秀主编。参加编辑撰稿的还有李汉

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陈为人等。设有演说、国内时事、国外时事、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者、调查、趣闻、

闲谈、小说、诗歌、通信等栏目。有工人投稿、读者投稿栏，计发表工人稿件30篇左右。刊物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状

况，通俗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启发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次年1月23日停刊，共出24期。 

共产党月刊 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月刊。半公开编辑出版。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理论刊物。李达主编。除短言、

世界消息、国内消息等栏目外，大多为文章和译作。该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积极宣

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介绍列宁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译载过列宁的若干重要著作；大量刊载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及

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设、斗争情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建党的纲领策略，注意报道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

情况。陈独秀在创刊号《短言》中就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明确指出既要反对第二国际式的议

会道路，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刊物批驳了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一年后停

刊，共出7期。 

劳动周报 1921年8月20日创刊于上海。周刊。每逢周六出版，最初免费赠阅，第7期起每份售铜元一枚。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机关报，亦即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刊物。张国焘兼编辑主任。李震瀛、李启汉先后主编。包惠僧、李新旦、刘苓人

等编辑。辟有特载、评论、特别纪事、来件、工会消息、世界要闻、劳动界消息、小说、随感等栏目。创刊号发刊词指出：这个周刊

“是中国全体劳动者言论机关。… …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刊物着重揭露资本

主义掠夺工人剩余价值的事实，报道当时工人极端困难的生活情景，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工会，登载各地工会成立及工人罢工斗

争的消息。1922年6月3日出第四十一期后，9日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 

心理 1922年1月创刊。上海中华心理学会编辑出版。季刊。主要撰稿人为张耀翔等，内容分理论探讨、历史研究和实验报告三

方面。心理学史研究方面有中国传统心理学史的回顾、当代心理学活动的现状分析、国外心理学史研究情况介绍等。理论探讨包括普

通心理、社会心理、教育心理、老年、青年、儿童心理以及动物心理等方面。实验报告栏载有许多专题心理测验的详细报告。约1927

年1月终刊。共出4卷14期。 

先驱 1922年1月15日在北京创刊，社会主义中国青年团的机关刊。邓中夏任主编。第四期起迁沪，改由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出

版。施存统任主编，蔡和森、高尚德编辑。宗旨是唤醒国民的自觉，提倡反抗的创造精神；寻求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放中国问题的方

案，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之点。介绍苏维埃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常为该刊撰文。1923

年8月25日停刊，共出25日停刊，共出25期。 

向导 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周刊。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蔡和森主编，1925年10月由彭述之主编，最后

8期由瞿秋白主编。陈独秀题写刊名。在内地许多大中城市以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个分销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



和活动家如蔡和森、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彭述之等，多为该刊撰稿。创刊时不分栏目。自

第7期开辟“中国一周”、“世界一周”专栏。第25期起不再登长文章，全是时事评述短文。第55期后将二者合并为“时事评论”栏，并恢

复刊载较长的文章。又增设“寸铁”专栏，专门登载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短文。此外还有“什么话”、“通信”、“读者之声”等栏目。该

刊首先公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等口号，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介绍国际

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情况，批判改良主义等错误思潮，指导人民革命斗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极有影响的革命刊物。1927

年5月迁武汉出版。同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华国月刊 1923年9月创刊。江东发起并任撰述，推章炳麟为主任。邀集黄侃、孙世扬、钟歆、任焘、李健、孙镜、田桓、方海

客等分任撰述和编辑工作。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宗旨，有图画、通论、学术、文苑、小说、杂著等栏目，发表关于中国古代哲

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论文，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1926年出版第三卷第十四期后停刊。 

中国青年 1923年10月20日创刊于上海。周刊。后迁广州、武汉等地出版。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迁回上海。同年10月10

日出版第八卷第三号后停刊。共出170期。1927年11月至1932年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后因

环境困难停刊。1939、1948年曾两度复刊。早期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后期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前身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迄今。20年代的《中国青年》，由恽代英担任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

育南、任弼时、李求实等。主要栏目有通论、时事述评、中国经济问题、青年问题、反对基督教运动、革命家的研究、革命运动史、

民间的调查、青年与文艺、小说、书报评论、杂评等。以通论为主。该刊结合青年思想、工作、学习的实际，配合《向导》等党刊，

宣传马克思列宁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国家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青年》也是五四后最早倡导“革命文学”

的刊物。 

国闻周报 1924年8月3日创刊于上海。周刊。为政治时事刊物。胡政之创办。国闻通讯社同人编辑。撰稿人包括各界知名人

士。先后辟有社评、社论、评坛、短论、时事论文、一周简评、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记、采风录、论评选辑、戏剧、

小说、文艺、书评、随笔、外论介绍、国际新语、新闻图片、战事特写、战时特写、名人录（后改“时人汇志”等）。1926年9月移到

天津出版。1936年又迁返上海。1937年12月27日出版第十四卷第五十期后停刊。共出14卷，除第一卷为22期外，其他各卷均为50

期。 

醒狮 1924年10月10日创刊。主办人曾琦、左舜生等。主要撰稿人李璜、曾琦、陈启天、灵光等。是国家主义派（中国国家主

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该刊主张以国家观念代替阶级观念，以封建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散布反苏、反共言论，攻击国共的革命

统一战线，维护军阀的专制统治。1927年11月曾被封禁。同年12月10日复刊。1930年9月停刊。共出22期。 

现代评论 1924年12月13日创刊于北京。周刊。每周六出版，现代评论社发行，各地商务印书馆代售。以26期为1卷。实际负责

人为王世杰。先后参加编务的有燕树棠、周鲠生、钱端升、陈翰笙、彭学沛等。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陈源、胡适、徐志摩、唐有

壬、高一涵（高崇民）、钱端升、彭学沛、杨端六、燕树棠、周鲠生、陈翰笙、皮宗石、丁西林、李仲揆（李四光）、张奚若、陶孟

和、郁达夫、顾颉刚、凌叔华、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胡也频等，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现代文学史上，把这个刊物的一

些代表人物称为“现代评论派”。刊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艺诸方面，以论文为主。每期第一个栏目是

“时事短评”，其他有论文、小说、诗、通信等栏。第一卷第二十二期起又设“闲话”一栏，由陈西滢主撰，后辑成《西滢闲话》一书。

该刊曾发表过一些维护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学生运动的群众运动的文章。鲁迅对此作严正的批判。1927年第138期始改在上海出版

后，倾向国民党政权。也曾与复古主义的《甲寅》派、《学衡》派就文言文与白话文等问题展开过论战，并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新文学

作品，培育过一些新作家。还曾出版“关税会议特别增刊”、“第一周年纪念增刊”、“第二周年纪念增刊”、“第三周年纪念增刊”等4种增

刊，又以现代社名义编辑出版《现代社文艺丛书》。1928年12月29日出版第9卷第209期后终刊。 

生活 1925年10月11日创刊上海。周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社编辑。黄炎培题写刊名。第1卷由王志莘主

编，以宣传职业教育为宗旨，内容以时事和青年修养为主。自1926年10月第2卷开始，由邹韬奋接任主编。先后辟有论坛、专论、杂

文、修养、成功人传、名人箴言、平民经济问题、平民职业状况、平民生活素描、学徒生活写真、改良学徒生活意见、各地风俗、歌

谣、笔记、小说、生活消息、读者信箱、小言论、时事要闻、内外通信等栏目。九一八事变后，成为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新闻评

述性周刊。1932～1933年间，销数激增至1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的刊物。1933年7月8日，《生活》周刊与中华职业教育

社签订契约脱离关系。同年7月14日，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改由胡愈之、艾寒松负责编辑。同年12月26日，出版第八卷第五十期后

被查封。共出417期。 

布尔什维克 1927年10月24日创刊。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编委会，瞿秋白为主任。中共中央机

关刊物。始为周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时出时停，发行期间，封面先后印有“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等名

称，以迷惑当局。内容举凡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地方通讯等。辟有寸铁、读

者之声、哀悼革命烈士等栏目。1932年7月1日停刊，前后共出52期。 

红旗 1928年11月20日创刊于上海。周刊。1929年6月改为三日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央宣传部主编。秘密发

行。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恽代英、李立三、罗登贤、谢觉哉等。辟有社论、国内外消息、问题与回答、短斧头（政治讽刺）、转载等

栏目。初期注重鼓动性宣传，每周都发表时事政治新闻评论，以后曾大量登载中共的文件。1930年8月15日在出版第126期后，与

《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 

新思想月刊 原名新思潮月刊。1929年11月创刊。自第七期起改用本名。曾参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发表王学文等人的



文章，共出7期。 

《国讯》周刊 原名《救国通讯》，193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杨卫玉创刊于上海。孙起孟、俞颂华先后任主编。宣传抗

日、宣传民主。抗日战争爆发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返上海，由杨卫玉、潘朗主编，杨珉华协助编辑。姚溱、李正文等中共党员为该

刊撰文，郭沫若、马寅初、茅盾、施复亮、石啸冲等许多知名人士也为该刊写稿。1948年4月9日被查封。 

读书杂志 1931年4月1日创刊于上海。月刊。综合性杂志。神州国光社发行。编辑者王礼锡、陆晶清，自第3卷第5期起改由胡

秋原编辑。创刊号《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指出：“我们的内容包括三点：第一是讨论读书的门径，第二是发表读书的心得，第

三是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书者的个人与集体的联络。”并宣称：“我们不是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资产阶级的经济

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忠实地介绍，革命文学作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样的登载。”主要撰稿者有王礼锡、陆晶

清、胡秋原、陶希圣、朱其华、王亚南、郭大力、周谷城、彭芳草、贺扬灵、汪洪法、彭信威、朱云影、朱伯康、朱新繁、杨玉清、

周绍溱等。刊物内容广泛，辟有经济讲座、书籍的介绍与批评、物观文学史丛稿、新心理讲座、社会讲座、科学讲座、论文、文艺论

战、文学讲座、艺术讲座、文艺时评、译文、世界文坛消息、国际讲座、国外生活、读者之页，以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国社会性

质的论战等栏目。1932～1933年间，在中国思想战线上，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曾编辑出

版“中国社会史论战”4辑。1933年9月1日出版第三十四卷第七期后停刊。 

独立评论 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京。周刊。时事政治评论刊物。独立评论社编辑，由上海新月书店与现代书局代售。主要撰

稿人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标榜“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

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曾连续发表文章，替国民党当局对日不抵抗政策辩护，污蔑和攻击爱国学生运动，同时也刊出一些要

求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抵制独裁统治的文章。1937年7月18日出版第243期后停刊。 

申报月刊 1932年7月15日创刊，出4卷12期。1936年1月起改名为《申报每周增刊》，又名《申报周刊》，发行人先后为史量

才、马荫良。杨光政、俞颂华、凌期翰先后任编辑。以介绍学术文艺、研讨国内外时事、帮助读者明察中外形势为使命。辟设小言、

评坛、室内谈瀛、外论摘要、时事一周、时事漫画等栏。主要撰稿人有蔡元培、张梓生、张默、金仲华、章乃器等，登载过茅盾、叶

圣陶、许钦文、穆时英等人的文学作品，1943年1月改回本名，1943年6月停刊。 

新中华 1933年1月在上海创刊。半月刊。中华书局出版。由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主持。创办时，陆费逵要使“人人有国家的

观念，要人人明白自己是中国人”。曾提出用“中国和中国人”作为刊名。该刊设有：论著、文艺、谈薮、新刊介绍、讽刺漫画、时论

摘萃、半月要闻、通讯等栏目。是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刊物。1937年8月出版第五卷第十五期停刊。1943年在重庆复刊，改为月刊，

由金兆梓、章丹枫、姚绍华主编。1947年出版第六卷第十一期后回上海，仍改为半月刊。卷期另起，由卢文迪主编。1951年出版第四

卷第十二期后停刊。 

生活教育 1934年2月创刊于上海。半月刊。主编陶行知，助编戴白桃，发行人张一渠发行所上海儿童书店。第3卷起由生活书

店出版。每期附送活叶画页一张。主要撰稿人陶行知、汤建勋、杨效春、董纯才、方与严、操震珠、蔡鹤等。首栏言论及特载、闲谈

等，多由陶行知自撰或是个人专栏作品；其他栏目有世界大势、生活素描、科学新知、教学报告、诗歌、剧本、半月大事、大众生

活、小先生话、普及教育消息、插图等。多刊载科学的新知，世界大势之解剖，三百六十行生活之素描，小孩生活之素描，生活教育

实际问题之讲座，生活诗歌，生活照片漫画等稿件。积极宣传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育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反对死读

书，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工作的能力。1936年8月停刊。共出72期。 

中国农村 1934年创刊。月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办。薛暮桥主编，对外用孙晓邨的名义。发行人冯和法，黎明书局出版，

一年后改由徐寒冰创办的新知书店出版。主要撰稿人有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张锡昌、陈洪进等。30年代初，该刊批判政府当局

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传达中共的政策和主张，对王宜昌等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论点展开批评，宣传中共关于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理论和政策。1943年被查封。1946年在上海《文汇报》出版《中国农村》副刊，王寅生主编。 

新生 1934年2月创刊于上海。周刊。上海生活书店继《生活》停刊后出版的政治时事性的刊物。杜重远任主编，实际由艾寒松

主持。1935年6月被封禁。共出版72期。该刊继承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精神，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投降，

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主要撰稿人有杜重远、邹韬奋、易水（艾寒松）、马星野、柳湜、夏征农、萧乾、童恂斋、辛地、毕云

程、柳辰夫、葛乔、孙君桐、丰子恺等。每期首栏“老实话”，相当于“时评”，由杜重远自撰。其他栏目有专论、大小言、国际问题讲

话、经济问题讲话、社会问题讲话、时事问题讲话、常识讲话、街头讲话、杂文、新生特辑、国外通讯、国内通讯、地方印象、游

记、职业生活、科学漫谈、人物介绍、书报介绍、随笔、小说、诗歌、新生之友、青年园地、新术语、文化消息、东北情报、一周大

事日记等。1935年5月发表易水《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提及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借口该文“侮辱天皇，妨害邦

交”，强迫国民党当局于6月封闭该刊，主编杜重远被判刑。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 

世界知识 1934年9月16日胡愈之在上海创办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半月刊。毕云程编辑（实际上由胡愈之主持）。1935年由张仲

实编辑，后由金仲华主编。金仲华主编《永生》及《生活日报》国际版时曾请钱俊瑞、钱亦石短期代编。八一三事变后，曾和《国

民》周刊、《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出过《战时联合旬刊》4期。1938年1月1日迁汉口出版第七卷第二期；后又在广州、香港

出版，均由金仲华主持。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停刊。抗战胜利后组织独立机构在上海复刊，出到1949年3月19日第十九卷第

十期被迫停刊。解放后再复刊，自1950年5月起迁北京出版。 

读书生活 1934年11月10日创刊于上海。半月刊。读书生活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总发行。主编李公朴，发行人张静庐，编辑



柳湜、艾思奇、夏子美（夏征农）。第二卷开始改署主编兼发行人李公朴，编辑柳湜、艾思奇。创刊时提出：“本刊注重实际研究，

不尚空泛理论。为在校学生之补充读物，失学青年之自修导师。”提倡“读活书”，“从生活需要读书”。刊载时事短论，发表读书感想和

人生观、社会观方面的文章，通俗地讲解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也发表文艺作品。一二·九运动后，加强

了抗日救亡宣传。读者面很广，销行国内外。主要撰稿人有李公朴、柳湜、艾思奇、陈望道、夏征农、陶行知、陈彬龢、唐弢等。栏

目有社会相、时事解说、哲学讲话、文学讲话、读书问答、读书经验、研究方法、名著提要、名著介绍与批评、读过的书、名词浅

释、写作经验、科学小品、生活记录、青年创作、文化消息、通讯、漫谈、特写等。还陆续增加了社会常识读本、我们的世界、经济

常识讲话、人类的故事、国际政治讲话、理论批判、讨论、戏剧电影和诗歌等栏目，并将青年创作改为大众习作。曾刊载许多风行一

时的名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在1934年11月～1935年10月《读书生活》上连载等），1936年11月25日

出版第五卷第二期被查封。 

读书与出版 1935年5月18日在上海创刊。平心、寒松等编辑。月刊。附有每月全国新书汇报，出到22期一度停刊。1937年3月

复刊，由张仲实、林默涵编辑。第二十九期出版后停刊，1946年4月在上海再次复刊，由胡绳、史枚编辑。1948年9月1日终刊。共出

版58期。 

生活知识 1935年10月10日创刊。生活知识社发行。主编沙千里、徐步。通俗介绍新颖的百科知识和科学的人生观。辟有经济

解剖、国际形势、哲学讲话、科学界、读书方法、街头文谈、戏剧与电影、书报批评与介绍、漫画等栏目。由何封、章乃器、艾思

奇、孙克定、周钢鸣、力生、关露、张庚、吕骥、张谔担任专栏主撰人，梅雨、胡绳、石凌鹤、高士其、蒲风等也为该刊撰稿。1936

年10月20日出版第二卷第十一期后被查禁，共出23期。 

大众生活 1935年11月16日创刊于上海。时事政治性周刊。邹韬奋主编，大从生活社发行。主要撰稿人有邹韬奋、毕云程、金

仲华、章乃器、李平心、杜重远、叶圣陶、陶行知、沈兹九、柳湜、沈西岑、沈雁冰、艾寒松、蔡若虹、沈振黄等。每期首栏是“星

期评坛”，评论一周国内外大事，接下去是论文，另辟有随笔小品、国内外通信、社会漫画、大众信箱、重要民众抗战宣言转载等专

栏。邹韬奋写了发刊词《我们的灯塔》，阐明办刊宗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一二·九学生救

亡运动爆发，该刊用大量篇幅作了全面反映，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对日妥协，高度评价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2月29日出版第一

卷第十六期后，被封禁。1941年5月17日在香港复刊，由邹韬奋、金仲华、沈雁冰、沈志远、夏衍、胡绳、千家驹等组成编委会，邹

韬奋任主编。同年12月6日出版第三十期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 

逸经 1936年3月5日创刊于上海。半月刊。简又文出资创办并自任社长。谢兴尧主编，第二十二期起改由陆丹林主编。仓颉印

务有限公司印刷，人间书屋经售。编者在《发刊启事》中说：“《逸经》之性质，是超然的及纯粹的文艺与史学的刊物，并无政治作

用。亦无牟利企图，尤其是无党见，无派别；既不为个人作宣传，更不受团体所利用”。其宗旨是“供给一般读者们以高尚雅洁而兴趣

浓厚，同时既可消闲复能益智的读品，并图贡献于研究史学及社会科学者以翔实可靠的参考资料。”史学多偏重于太平天国和辛亥革

命史实的介绍。辟有史实、游记、书评、人物志、秘闻、诗歌、考古、纪事、图像、特写、杂俎、小说等栏目。主要撰稿人有：大华

烈士（简又文）、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老舍、俞平伯、许钦文、谢冰莹等。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陈云（署名幽谷）的《红

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发表于此。1937年8月20日出版第三十六期后休刊。 

永生 1936年3月7日创刊，时事政治周刊。上海永生周刊社发行。金仲华主编。设有每周评论、每周漫画、非常时期的时事图

解、读者之声、通讯、文化通讯、科学常识、读者园地等栏目。各栏文章及时分析研究国内外时事形势，揭露日本侵华阴谋，广泛报

道各地抗日救亡动态。发表唤起民族意识，促进群众奋斗的文艺作品。主要撰述人有茅盾、沈兹九、马达、思慕、圣陶、陶行知、冰

心、章乃器等。同年6月27日停刊。共出17期。 

生活星期刊 前身为1936年6月在香港创刊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韬奋主编。同年7月31日《生活日报》停刊后，更名《生

活日报周刊》，继续在香港出版3期，同年8月23日迁上海改易本名出版。邹韬奋主编。同年11月，邹韬奋及其他六位救国会领袖被

捕。12月13日刊物出版第1卷第26期起由金仲华接编。主要撰稿人有邹韬奋、金仲华、蔡若虹、柳湜、千家驹、胡愈之、石凌鹤、茅

盾、沈西岑、胡绳等。辟有社论、评论、论文、每周时事漫画、通讯、家信、白话诗、信箱、征文等栏目。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出版第28期后被查禁。 

西风 1936年9月创刊于上海。月刊。黄嘉德、黄嘉音编辑。西风社发行。主要撰稿人有林语堂、黄嘉德、黄嘉音、罗一山、许

以牧、林疑今、老舍、胡悲、凌霜、默然、金安人等。该刊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提倡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有趣

味的通俗文章为宗旨。内容分专篇、科学·自然、心理·教育、妇女·家庭、传记·史话、游记·探险、军备·战争、社会·暴露、政治·经济、

艺术·文学、电影·戏剧·娱乐诸部门，另辟冷眼旁观、雨丝风片、西洋幽默、书评、西书精华、笔花、名人隽语、漫画、插图、木刻等

栏，兼有创作翻译之作。1941年12月第六十五期后休刊。1944年7月在重庆复刊，期数续前。1945年12月第八十一期迁回上海出版。

1949年5月停刊。共出版118期。 

月报 1937年1月创刊。夏丏尊任社长，胡愈之主编。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月刊。共出7期。该刊立意“把一切意见、主张、创

作、感想、新闻、报道、图书、歌曲、地图、统计等等都经过一番选择剪裁，搜集在一本册子里”，使《月报》尽是些“精选的品种，

纯粹的标本”。除分设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各栏外，还有十多页铜版插图的“中外写真”、“科学写真”，还设有读者信箱等。 

文摘 1937年1月在上海创刊。复旦大学文摘社主办。月刊。孙寒冰主编。同年9月起出版《文摘战时旬刊》，期数另起。自16

期起迁汉口出版，34期迁重庆出版。1945年12月出“复旦纪念号”后，迁回上海出版，仍恢复原名《文摘》，从第十卷第一期起计算，

十卷一期即总号137期，1947年又改为半月刊。1948年11月停刊。 



新学识半月刊 1937年2月5日在上海创刊。徐步、史枚编辑，新学识社发行。以“尽量介绍新学识给青年的朋友们为宗旨”。设有

人物评论、史学新论、地方新论、书评等栏目。以大量篇幅介绍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新知识、新观点，及时报道评析新近发生的事件，

对七君子事件和七七事变等重大事件，予以详细介绍。在文学领域，围绕“街头剧”、“纪实文学”、“集体创作”等当时涌现出的文学新

品种进行探讨。主要撰稿人有林默涵、曹聚仁、阳翰笙、聂绀弩、徐懋庸、张庚、赵丹、尤兢（于伶）、陈波儿、任钧、唐弢、穆木

天等。1937年11月10日出至第二卷第三期后迁往汉口。1938年7月15日出至第三卷第三期（总第27期）后停刊。 

《国民》周刊 1937年5月7日在上海创刊。谢六逸主编，实际上由张弼（张明养）编辑。第14期组织编辑委员会，编委为谢六

逸、钱俊瑞、邹韬奋、章乃器、张仲实、张弼、胡愈之、金仲华、长江、李公朴、沙千里、王纪元等。八一三事变后，曾和《世界知

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出过《战时联合旬刊》4期。共出版19期，于1937年11月19日终刊。 

中华公论 1937年7月21日在上海创刊。大型学术性月刊。钱亦石主编。编委有王志莘、杜佐周、张志让、李达、沈志远、张仲

实、郑振铎、钱亦石等。1937年8月20日出版第二期后，曾和《世界知识》、《国民》周刊、《妇女生活》出版《战时联合旬刊》4

期。 

抗战 1937年8月19日创刊于上海。三日刊，每逢3、6、9日发行。邹韬奋主编。抗战三日刊社发行。同年9月9日第7号起，由于

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制，被迫改名《抵抗》。同年12月23日第30号起迁汉口出版，并恢复原名。1938年7月7日，与《全民》周刊合

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主要撰稿人有邹韬奋、郭沫若、柳湜、沈兹九、金仲华、钱俊瑞、张志让、章乃器、杜重远、潘汉

年、胡愈之、艾思奇、张仲实、冯玉祥等。辟有时评、论文、前方与后方、战时常识、新诗、随笔、特载、战地通讯、特约通讯、漫

画、短简等栏目。以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坚持宣传抗日、团结和民主。 

群众 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周刊。1938年10月因日军进犯武汉停刊。同年12月第二卷第十二期在重庆复刊。1943年1

月改为半月刊。该刊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刊物。早期受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以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

面抗战的路线为宗旨，从理论上阐述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经常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译著和论文。1946年6月3日第十一

卷第五期起迁至上海出版，仍为周刊。迁上海出版后，担负着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任务，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及时报道国共谈判

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民主的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发动内战的阴谋。1947年3月2日出版第十

四卷第九期后被迫停刊。1947年1月曾创办香港版，开展对海外的宣传工作，并以伪装封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1949年10月20日出

版第三卷第四十三期后停刊。 

集纳 1937年12月19日在上海创刊。宜闲（胡仲持）编辑。为《世界知识》的姐妹刊物。因《世界知识》内迁汉口，该刊以翻

译同情中国抗战的外论和报道为主。自第一卷第三期起，改由邵冢寒（邵宗汉）编辑。1938年2月19日出版第九期后迁汉口，并入

《世界知识》。共出版9期。 

华美 1938年4月23日创刊于上海。周刊。美商华美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人宓尔士，实际编辑者为梅雨（梅益）、王任叔。设有

短评、国际展望、辩论会、特稿、学校讲坛、译论、速写、街头、大众讲座、报告、读书随笔、时事演义、特约通讯、青年习作等栏

目。是一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时事政治性综合刊物。次年7月停刊。共出版2卷61期（第一卷共50期，第二卷共

11期）。 

公论丛书 1938年9月创刊于上海。月刊。公论社编辑，上海《译报》图书部出版。内容侧重理论，举凡国际、政治、军事、经

济等重要问题，每辑均有详细的分析。此外，如学术研究、文艺作品等有价值的文章，每辑亦有刊载。主要撰稿者有曹靖华、郭源新

（郑振铎）、郭沫若、巴人、潘梓年等。辟有“一月展望”— —评述一月间国内外时事动向，“专论”— —讨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

运等重要问题；“学术研究”— —关于文化思想的研究、文艺理论的探讨等；“译述”— —精选各国重要著作，或全译或摘译以及“作

品”、“时论选辑”等专栏。1939年9月终刊，共出版12辑。 

杂志 1938年5月创刊。半月刊。编辑发行人为吕怀成、刘涛天。主要反映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呼声，大量转载英美等国报纸的

言论和国内抗日的言论。1939年7月停刊。1939年11月复刊至1941年4月第二次停刊，改由吴诚之编辑，内容及思想倾向取“中立”态

度，增加了日本报纸关于时局的评论和通讯。但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议论仍占主要篇幅。1942年8月复刊，编者仍为吴诚之，改为

月刊，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停刊。 

文献 1938年10月创刊于上海。月刊。阿英主编。上海风雨书屋发行。该刊以“纪念抗战建国，保留伟大史迹”为宗旨，辟有画

报、卷头语、抗战将领言论特辑、特稿、专论、新闻特辑、每月战况、游击区纪事、战事特写、世界之动态、经济动态、学生生活、

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特辑、文化动态、文化特辑、电影与戏剧、文艺大事记等栏目。1939年4月出版第七期后停刊。另有附刊3册。 

理论与现实 1939年4月15日在重庆创刊的大型学术季刊。沈志远主编。编委有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侯外庐、马哲

民、曹靖华、潘梓年、钱俊瑞等。1941年1月15日出版第二卷第三期后被迫停刊。1946年5月15日在上海复刊，仍由沈志远主编，编

委为：郭沫若、马寅初、郑振铎、沈志远、翦伯赞、马叙伦、胡绳、周建人、张东荪。出版4期，1947年3月日最后一期在香港出版后

终刊。共出版11期。 

中美周刊 1939年9月23日创刊。周刊。上海中美周刊社编辑。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出版。是国民党中宣部利用洋商招牌创办的

杂志。该刊标榜“爱护公理，崇尚信义，酷爱和平，反对侵略，尊重自由、平等与独立”为宗旨。注重分析国内外时事和政局形势，报

道国际战争风云，后方抗战消息，孤岛的生活情景和沦陷区百态。皖南事变后，曾连续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污蔑中共抗日武装力量

的文章。1940年12月停刊，共出3卷112期。 

上海周报 1939年11月1日创刊于上海。周刊。弗利特挂名编辑，实属中共地下党领导。发起人张宗麟、总编辑吴景崧，编辑邹



云涛。英商独立出版公司发行，上海周报社总经售。《编辑后记》中指出：“本刊是一个综合的刊物，因此，各方面的问题，我们都

加以讨论。此后我们希望做到题材趣味化，文字通俗化，同时对于目前各项问题，有观点正确的解释，使读者能够有清楚的认识。”

辟有社论、一周简评、论文、外论译丛、经济讲话、学术讲话、思想讲话、科学小品、社会相、书评、小说、读者信箱等栏目。梅

益、胡愈之、巴人、千家驹常为该刊撰稿。1941年12月出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休刊，共出102期。 

天下事 1939年11月25日创刊于上海。月刊。陶亢德主编。以译文为主，分设天下事、欧洲大战、知识文化、生活见闻、世界

工业、山水人物、史料珍闻等栏目。其特约通讯内容，主要取自美国、英国、法国等地的通讯述评。曾增出《欧战增刊》，报道第二

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地新闻。1941年8月以港版、航空版形式出过多期，内容侧重远东战争太平洋局势之评论。约1942年6月停

刊，共出49期。 

时代 1942年5月创刊于上海。周刊。苏商时代杂志社出版发行，社长罗果夫。编辑人匝开莫。自第307期起由姜椿芳主编，并

改为半月刊。前期的基本内容，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形势，兼及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以后增加了报道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言论以及抗日前线的消息等内容。1944年2月，《时代》、《苏联文艺》

和英文版《每日战讯》被勒令停刊。抗战胜利后，《时代》、《苏联文艺》复刊。并创办《时代日报》和《苏联医学》月刊。1951年

8月20日时代社结束，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该社资产赠予中国。 

周报 1945年9月8日创刊于上海。周刊。柯灵、唐弢主编。刘哲民任发行人。由上海周报社发行，后由上海出版公司发行。该

刊以“站在人民的立场”，力主“加强团结，实行民主”为宗旨。内容以政论为主，兼及通讯、漫画等。主要撰稿人除编者外有夏衍、吴

晗、茅盾、马叙伦、郑振铎、周而复、宦乡、费孝通、叶圣陶、李平心、楼适夷、静远、黄裳、蔡楚生、曹聚仁、周予同、胡风、田

汉、柳亚子、巴金、艾芜、何为等。1946年8月24日出版第49～50期合刊，被查禁。 

文萃（文萃丛刊） 1945年10月9日创刊于上海。周刊。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自1947年3月起改由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领

导。孟秋江任总理，黎澍、陈子涛先后任主编。创刊初期为集纳性和文摘性刊物。主要选载重庆、成都、西安、昆明等地报刊上的进

步文章，也发表少量特约稿件。在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受国民党当局阻挠，不能发行到华东各大城市时，该刊以转

载上述两报的文章为主要内容。自1946年5月起，逐渐改变文摘刊物的性质，自行组稿。主要撰稿人有郭沫若、茅盾、田汉、马叙

伦、宦乡、许广平、邓初民、胡绳（公孙求之）、姚溱（厂静）等。辟有中外文萃、时事周评、新闻集萃、文萃信箱等专栏，并刊登

木刻和漫画。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行径。并曾就美

帝暴行、时局问题、和平问题等，组织过大规模的讨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加紧迫害，从1947年3月第二卷第二十三期起，以32开本

《文萃丛刊》形式秘密发行。同年7月，丛刊第十期准备发行时，编辑和工作人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3人被捕，被迫停刊。共出

版周刊2卷72期（第一卷50期，第二卷22期）、丛刊9期。上海解放前夕，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3人被杀害，人称“文萃三烈士”。 

民主 1945年10月13日创刊于上海。周刊。郑振铎主编。民主周刊社发行，发行人王丰年（实际上为方学武）。创刊号《发刊

词》指出：“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中国国民。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 …我们愿意看见中国走向好处。强大、自由、民主的中

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的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主要撰稿人有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景宋（许广

平）、师陀、唐弢、沈志远、郭绍虞、魏金枝等。辟有论说、随笔、大事记、木刻、漫画、照片、民主论坛、读者信箱等栏目。曾旗

帜鲜明地发表有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支持学潮的文章。1946年10月31日出版第二卷第四期后被迫停刊。共出版54期。 

经济周报 1945年11月在上海创刊。吴承禧主编。王伟才、钦本立接编。自1952年1月起每卷出50期，1954年12月停刊。 

人民世纪 1946年2月23日创刊。周刊。第十一期起改人间书屋出版，人民世纪社编辑。用短论、散文、小品文、诗歌、小说、

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抨击时政、提倡民主政治、反映民间疾苦，辟有文艺风景线、花边新闻、青年信箱、人民的呼声等栏目，及时报

道文化界最新动态与珍闻奇事。主要撰稿人有柳亚子、熊佛西、千家驹、臧克家、田汉等。同年6月1日停刊。共出13期。 

《展望》周刊 1948年5月1日在上海创刊。由黄炎培、杨卫玉、陈仁炳、罗涵先、陈新桂、李正文、潘朗（后王元化接替），

吴承禧、尚丁等组成编委会，杨卫玉任主席，潘朗任主编，不久由王元化接编。尚丁任经理。姚溱、唐守愚、周波光撰写《一周战局

展望》，陈虞孙撰写《一周政治展望》，钦本立撰写《一周经济展望》，李正文、王元化、孙起孟、宦乡写短论或《周末专栏》。为

该刊写稿的知名人士还有马寅初、史良、沙千里、孙晓村、周谷城、费孝通等。该刊因敢说真话，发表真实情况。同年8月19日被国

民党市社会局查封。1949年7月16日上海解放后，《展望》周刊复刊，是上海第一份复刊的期刊。由尚丁任主编，沈岳如任经理。

1954年，展望周刊社成为新知识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由修孟千、黄立文、孙叔衡先后主编。为通俗宣传时事政策的期刊。1958年并

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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