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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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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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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夜

１　　　　

必读理由

《子夜》是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一部杰

出的现实主义长篇巨作，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艺的重

大收获，也是茅盾的代表作。

在文学的社会命题上，《子夜》把个人、群体和民族的危

难联系在一起，把艺术审美和历史理性的思索并置一处，从

而奠定了中国社会分析型小说的基础，被瞿秋白称赞为“中

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其影响巨大、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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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９８１年），现代作家、社会活动

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

形天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

生平简历　１８９６年７月４日出生在浙江桐乡县乌

镇。父亲沈永锡是清末秀才，通晓中医学，也是具有开明

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如声、光、化、电和数学

等自然科学，同时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通文理、有远见且性格坚强。茅盾１０岁丧

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学

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我走

过的道路》）

茅盾很早便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小学前便读过家

塾、私塾。８岁时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

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

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而且对绘画也很感兴趣。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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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茅盾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读了《西游记》《三国志

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著作。更难

能可贵的，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他当时便

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先后在浙江的三年中学接受中学教育。１９０９

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１９１１年

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

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在学校里，

由他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后

被学校除名。后来，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学习，并在那

里毕业。在整个中学时代，有许多师长，给茅盾以留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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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印象并给予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氛围是压抑

的。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

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

后》）。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滋养，但在他的回

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

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

思，影响了他的作文格调。

１９１３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毕业后，为

减轻家庭经济的负担，便开始出外工作谋生。１９１６年８

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

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

《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

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１９２０年初，

“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

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这时连续撰写

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和《现在文学

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著，表达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１１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１２月底，

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１９２１年１

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

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

计，１９２１年，茅盾发表的译著约１３０余篇。他以充沛的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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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

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

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与社会革命活动。１９２１年初，

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７月，中国共产党

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１９２２年后，曾

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这

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

革命事业培养干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

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６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８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国

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

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１９２５年底，茅盾

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

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

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秘书。１９２６年

３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１９２６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

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１９２７年春，

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４月至７月间，为该刊撰

写社论、述评３０余篇。



子　夜

６　　　　

７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

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

岭回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以茅

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１９２７年９月，发表《幻灭》，至１９２８年６月，又先后完

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７月，

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客居日本期间写有

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

《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 ＡＢＣ》《中国神

话研究ＡＢＣ》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

论文。

１９３０年４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从此，茅盾

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１９３１年，

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

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１９３２年２月，发表

《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

言》；５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

迅、茅盾等８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７

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１９３４年９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

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１９３６年２月，当获悉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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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

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同年

１０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

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

１９２７至１９３７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子

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它的出版，显

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

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

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与此同时，

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

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

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

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１９３７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

《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

汉、香港、广州等地。１９３８年３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４月，他主编的《文艺

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

刊《言林》。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

跑》），便是这时完成的。１２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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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左二为抗战时期的茅盾

１９３９年３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４月新疆文

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员长。１９４０年，新疆的统治

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４月底离开新

疆，经兰州、西安于５月末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曾在

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在《中国文

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１０月，从延安到达重

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这时，陆续完

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１９４１年“皖

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

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５月，邹韬奋主持的

《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

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９月，主编《笔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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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计七期。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

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

开香港辗转达桂林。在桂林的９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

《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１９４２年底再

赴重庆。１９４３年８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

成）；１９４５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

于９月在重庆上演。这一年的６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

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

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１９４６年３月离开重庆，经广州、

香港，５月到达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

争取民主的活动。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

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６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

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７月，李

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

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１０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

《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译

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

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

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１９４７年１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４月，从苏联

归国到达上海。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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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两部书。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

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１９４７年末再赴香港。１９４８

年５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６月，茅盾

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呼吁

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７

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９月，主编在香港复刊

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

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同

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

阳，于１９４９年２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７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

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

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

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

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

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

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

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