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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生》周刊抗日救亡思想的大众性
李永安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 划

摘要 “九一八 ”事变后�中日民族矛质上升为主要矛质�而国民党蒋介石奉行不抵杭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投
身于扰日救亡运动�《新生》周刊作为一份较有影响的扰日救亡进步刊物�通过揭落和批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俊略罪
行�扦击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号召大众杭日�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 新生 周刊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
中�分化出来的进步势力的救国思想和主张。
关 扭 词 《新生》周刊 知识分子群 杭日救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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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占据我国东北�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建立 “满洲国 ”�并且它的野心并没有停止�
还试图通过政治策划和军事行动�扩大它在华的殖民地范围乃至吞并整个中国。这除了要加强对东北的
经济掠夺�以满足其不断追加的侵略经费开支需要外�还在思想文化上对东北殖民地乃至全中国进行全方
位的渗透�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在这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难日深之秋�中国人民掀起了
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社会各界包括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文化界通过各种
方式积极投身到救亡运动中。主导大众舆论的报刊杂志如当时有名的《大公报》、《申报》等在宣传和声援
抗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生》周刊即是其中较有战斗力和影响力的一种�它凝聚了一个知识分子群
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政治压迫及思想奴化�进行了全面报道和揭露�在大众中宣传抗日�激发
国难意识�以鼓动全民抗日。刊物的战斗性思想特色鲜明。
以大众为本位的抗日救亡思想

《新生》周刊的前身是由邹韬奋主编的抗日救亡刊物《生活》周刊。《生活》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为了
适应继续斗争的需要�由民族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于 年 月接手创办的。由于其坚决的抗
日立场�深遭日本人嫉恨�在日本人的交涉下于 年 月被国民政府封杀。在这近一年半的时间里�
《新生》成了一座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和抗日救亡思想的前沿阵地。在国民政府 “攘外必先安内 ”的消极抗日
政策为主导的背景下�作为国统区的一份刊物�《新生》周刊却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诉求依靠大众抗日的
思想。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的共同特点�决定了《新生》周刊刊物的大众风格。

首先�从阶级立场上来说�《新生》周刊同仁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苦民众是最可靠的抗日依靠者�
杜重远认为绝大多数坐拥巨资者只是想着把钱存进外国银行�饭桶官僚不想改变他们赖以依附的不良制
度�洋博士和洋买办的钱在洋大人的口袋里。“倒是我们这些天天劳力的穷苦小百姓�却不能不救国。因
为国要真亡了�我们的苦头吃得更多�我们的奴性来得更重。所以我们相信真正的救国的志士�应该是在
这些穷苦的小百姓中间躲藏着。”〔’〕作为民族实业家的杜重远�能够把视线投向下层大众�是非常不简单
的。 ·
其次�从民众与政府的对日态度之比较来说�《新生》周刊抨击国民政府的软弱态度�相信民意是坚决

抗日的。针对日本记者撰文说中国民众主张亲日�排日运动是国民政府所主动。杜重远予以了坚决反驳
“如果排日只是中国政府的主张�不符多数民意�那么为什么从来不见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排日政策�有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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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呢 倒是最近中日提携之说传出�徐道邻的《敌乎 友乎 》①一文发表之后遂使中国人民�群心惶惶�
惟恐政府为日本的诡计所卖。” 杜重远进而指出 “那记者的话�不但是造谣�而且是侮辱�还含有威胁中
国当局之意�其卑劣阴谋�实在无以复加了。”〔〕这就明白地告诉了读者�抗日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倒是
政府的态度是软弱和令人怀疑的。作为主编杜重远的这些见解�无疑是能够代表《新生》周刊的立场的。

此外�《新生》的部分作者�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李平心指出
“拯救世界报复帝国主义残杀的唯一方法�是团聚大众的战斗力量实行坚决的长期的抗争�由民族的自卫
战争发展成为消灭国际帝国主义的战争�只有大众的力量�是转祸为福的铁的保证。” 李平心还以童询斋
为笔名�通过读者通信的方式�多处表述了大众为本位的公平公正的社会观�柳提在 “街头讲话 ”专栏以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大众改造历史的社会观。而当时改造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抗日救亡�这其实
是 “大众救亡 ”思想的另一种话语表述。《新生》周刊的大众抗战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同中共新民主主
义的工农革命思想相近。
大众启象与救亡互动的抗日思想

如上文所述�《新生》周刊是站在大众立场上讲话的�提出的是大众为本位的抗战主张�可是�民众的觉
悟是有限的�需要知识分子来引导。要改造社会�恰如严复所讲 “是以今日之要政�统于三端 一曰鼓民

力�二曰开民智�三日新民德。” “九一八 ”事变后至 “七七 ”全面侵华之前。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化侵略成
果�在暂时放松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时�其思想侵略并没有放松�以 “王道政治 ”�“满洲乐土 ”欺骗中国人民
“以经济提携 ”、“中日亲善 ”引诱国民政府�《新生》周刊对此予以揭露和批判�并致力于大众的思想文化启
蒙、提高大众觉悟从而为抗日救亡服务。正如杜重远在《发刊词》里所说 “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
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
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
首先�从《新生》周刊的栏目编排和文章涉及的内容看�杜重远的 “老实话 ”�重于对时代精神和斗争形

势的诉求 柳提的 “街头讲话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向人们讲解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个人在社会前进的
进程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态度等问题 以及倩之 李平心 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文章 无不从读者

的 “知 ”对社会形势认知 、“情 ” 民族主义的情感 、“意 ” 坚强的意志力 方面去对大众启蒙�从而为 “行 ”
革命的行动 服务。通过 “新术语 ”、“人物传记 ”、“青年园地 ”�“经济问题讲话 ”以及有关妇女问题等许多
相关文字�向人们阐述有关科普卫生、婚姻家庭、青年修养等知识�坚持以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科学文明
的价值取向引导读者�其民主启蒙的色彩十分浓厚�实有 “五四 ”遗风。
其次�从文章的语言特色看�《新生》周刊充分地考虑了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准�其用稿标准�“惟文字须
内容适切一般人之需要 文字浅显流畅�简练隽永�无艰深难懂之弊。”〔叱新生》与同时期也积极宣

传抗战的《申报》“自由谈 ”栏目相比�《申报》更多的发表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杂文�它多少更具有精
英知识分子的色彩。它 “不少用的是曲笔�深沉含蓄�现在的读者恐不容易理解 ”。〔〕粉

这样�新生》周刊的文风从艺术角度来说�虽不及《申报·自由谈》。但它更为朴实�贴近大众的口语。
从启蒙的广泛性来说�大众启蒙的效果�它使大众更容易接受�因而在当时它就更有社会效应�也就更有服
务于救亡的力度。恰如邹韬奋对《新生》主笔之一李平心 用平心、倩之、童询斋等笔名在《新生》上发了很
多文章 所言 “平心先生的文字�结构细密�婉转曲达�最长于说理�无论怎样艰深的道理�或复杂的内容�
经他的笔端以后�总使人感到豁然贯通�条理分明。”图李平心的这种风格其实就代表了《新生》周刊的风
格�而邹韬奋本人又何曾不是这样呢 他在《新生》的 “萍踪寄语 ”专栏�以如叙家常的话语�向读者娓娓述
说他在国外游历的见闻�但始终包含着作者对世界大势和中华民族的出路的思考。使读者在开阔的视野
中跟着作者去思考这些问题�从而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使命感�以及对苏联等新世界模式的美好向往�从而
为消除民族危机�实现这种向往而努力奋斗。

① 蒋介石授意�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旨在谋求对日妥协 杜重远曾著文对它批判。《新生》周刊第 卷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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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大众的团结性和组织性的抗白救亡思想

正如《新生》周刊征稿简约里说 “本刊旨在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可以说�“九一八 ”事变后日
本帝国主义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而要宣传抗日救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大
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一个没有团结性和组织性的民族是没有战斗力的�《新生》周刊很清楚这一点�因
而�在向大众进行民族主义的诉求时�民族团结和组织是重要内容之一。
首先�《新生》周刊从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团结性、组织性与战斗力的关系去考察�以此为鉴�来鼓动大众

的团结意识和组织意识�提高抗日救亡的力度。《新生》以讲述美洲历史地理知识的口气�溶进这种团结性
和组织性的诉求 “昔日白种人稀少的时代�红种人也曾有过一番挣扎�来和白人争生存。但都是一个局部
的联络�不是全美洲的人联合一气的�来和白种人周旋。因为这些的缺点�卒遭有组织和勇于进取的白种
人�占了各局部打击的优胜�从此主人翁的资格�终归了白种人所有。”【’。〕而读到这里�想起中国连年军阀
混战和国民党当局积极内战�消极抗日�简直比印第安人还不如�这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吗 民族危机感

滋于言表。人们常说�以史为鉴�狄舟在总结义和团失败的原因时说 “义和团的失败�人们会明明地看见一
方是有组织的军队�和锐利的枪械�而一方是迷信的散漫之群�妖术和大刀 ”〔”」这其实告诉我们�在科学
武装头脑的前提下�民族团结和组织是民族凝聚力提升的保障。
其次�《新生》周刊还通过报导外国人的团结性和组织性的优点与中国人散漫性等消极面对比�去激发

国人学习别人的这种长处。例如描写英国人的社会活动�“因为他们养成了团聚的好习惯�他们的社会组
织也随着扩大�而社会文化也跟着提高了。可是�我们问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是怎样接触社会�染一尘世俗
气�就要想躲避深山 有一部分是‘独乐’的人们�天天计划着要携带自己的小老婆住到大都市租界里�过享
那资本主义下少数人的淫浪生涯�如此�社会组成的各分子是怎样作离心力的发展�那末�中国的社会道
德�还能不是一落千丈�而整个国家之形体�还不是一盘散沙吗 ”〔’这样�作者将自己民族的散漫性与他
族良好社会组织性的特点相对比�从而倡导民族自新�服务于救亡。

另外�在国难当头之秋�《新生》周刊的有些文章�对于团结性和组织性�通过说理直接向读者诉求�以
适应战斗的需要。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指出 “觉悟的民众还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倘使觉悟的民
众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分布着�汉奸们依然可以逐步的出卖我们�敌人也可以一时的征服我们�那样�即使
我们结果依然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仍是要遭受不需要的挫折。”〔”〕这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战要求�它与国民党 “攘外安内 ”的消极抗战思想是不同的。包括经常或曾经为《新
生》周刊撰稿的邹韬奋、曹聚仁、陶行知、柳辰夫 辰夫 、周建仁 克士 等约三百人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
运动宣言》�即阐述了团结和组织民众�动用全国的兵力、物力�和财力反对日本侵略的主张。
结语

《新生》周刊知识分子群是民族资产阶段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表现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
前�国内中上阶层思想分化�走向同工农结合的战斗道路。《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实业
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制陶瓷厂�在东北的家乡国土沦丧、成为 “亡省奴 ”之后�积极投身到文化救国的活
动中来�与邹韬奋成为莫逆之交�在《生活》周刊被当局查禁后�杜重远利用自己同国民党 层 张学良等

的关系和自己的影响力�主动接手战友的事业。正如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一文所说 “这好像我手 卜撑
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
着向前迈进。”〔’〕在《新生》周刊被迫停刊后�邹韬奋又接手这个火炬�开办《大众生活》�继续为争取民族独
立和民主自由进行斗争。

正当《新生》周刊以及前观的《生活周刊和后续《大众生活》等刊物以文化为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
民党的妥协作口诛笔伐的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中共组织农会�进行分田、查田、
查阶级运动�将革命的重心放到了边远农村。通过阶级的划分�使革命的线条清晰可见�充分鼓动了自耕
农以下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极大地挖掘了革命的力量。这充分体现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群体的务实态
度。而《新生》等进步刊物所开辟的文化斗争阵地�其主体是作为社会 “报晓鸡 ”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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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刊物知识分子同仁通过揭露和批判的方式�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加深了国人对
民族危机和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态度的认识。正是在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下�中国
共产党对形势又有了新的认识。新生周刊停刊不久�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发出了全民
团结救亡图存的呼声 年 月 日�又在 《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指出 国内形势发生了

很大变化�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提出了建立人民统一战线的意见 ’扫肠一 中共的这些态度和主张�
是同《新生》周刊等进步刊物的主张和活动相互呼应的。总之�《新生》周刊的抗日救亡思想�始终贯彻着团
结在它周围的爱国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杜重远、邹韬奋及胡愈之 共产党员�建国时作为救国会代表参政 、
艾寒松 共产党员 、柳提、李平心等组成的《新生》作者群体在思想领域同敌人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实行
全民精神总动员�依靠大众抗日的救国主张�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它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知
识分子等中间派人士在民族压迫面前�要求积极抗战�改造社会的心愿和行动。同时�由于它的骨干有部
分人是共产党员�加之周恩来曾对杜重远等人做统战工作�《新生》也表现出受共产党全民抗战思想影响的
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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