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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活星期刊》初名为《生活日报星期

增 刊 》。1936 年 6 月 7 日， 邹 韬 奋 在 香 港 创

办《生活日报》，周日副刊即为《生活日报星

期增刊》。由于多种原因，《生活日报》发行

至第 55 号后“停刊”，而周日副刊《生活日

报星期增刊》于 8 月 2 日更名为《生活日报

周刊》（第 9 号）继续出版，又出 2 号后，再

于 8 月 23 日更名为《生活星期刊》（以下简

称《星期刊》）迁往上海发行。《星期刊》发行

完第 25 号后，邹韬奋因“七君子事件”被捕

入狱，改由金仲华代理编务，又发行 3 号，至

第 28 号（12 月 13 日）停刊。可以说，《星期

刊》历经曲折，不仅先后两次更名，发行时

间也只有短短的半年。然而，在日寇步步紧

逼、民族危亡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历经曲折反

映的恰是邹韬奋对抗战御敌、民族解放的矢志

追求和不懈努力，《星期刊》及其《信箱》栏

目正是邹韬奋上述爱国心态与救亡实践的真实 

写照。

28 号《星期刊》中有 25 号设有《信箱》

栏目，共刊登 52 封来信，其中 33 封附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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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星期刊》是邹韬奋所办“六刊一报”中“六刊”之一，始于 1936 年 6 月 7 日，终于当年

12 月 13 日，历经两次更名，共发行 28 号。刊物尤为重视《信箱》栏目，共计发表 52 封来信，其中 33

封附有编辑回信。来信聚焦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核心议题，彰显了读者大众对民族、社会及国家命运的

深切关怀；回信则致力于增强社会各界对抗日救亡事业的共识与行动力，表现出救亡启蒙与政治动员的

双重特征，不仅坚守了邹韬奋“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办刊理念，还有力宣传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全面抗战准备了“新青年”，完成了刘少奇在创刊之初所提出的刊物应将“全部精

力聚集于人民阵线”“应担负这一艰巨而伟大的组织工作”的嘱托。

［关键词］《生活星期刊》  信箱 邹韬奋 民族联合阵线

回信。表面来看，来信与回信数量不多，刊物

存续时间也只有半年，然而《星期刊》的《信

箱》栏目重在“讨论重要问题”。《生活日报》

虽也设有《读者信箱》栏目，但两者名称与

定位都不同，《生活日报》的《读者信箱》主

要以“报告事实或发表关于某些时事的简明

意见”为主，《星期刊》的《信箱》主要用于

“讨论重要问题”［1］。尽管《生活日报》停刊

后，《星期刊》的《信箱》栏目开始“兼顾”

日报原有的《读者信箱》来信，但是邹韬奋很

快便决定在《信箱》之外另加《短简》一栏。

《短简》用于“简略答复某些来信”，《信箱》

刊登“较长的报告和讨论重要问题的来信”［2］。

“讨论重要问题”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读者来信

都能在《信箱》刊登，只有讨论重要问题的报

告与来信方能在本栏刊登。这与邹韬奋此前

《生活》周刊以及《生活日报》的《读者信箱》

多有不同，也与《星期刊》的《短简》不同，

而学界对《读者信箱》的研究也多集中于《生

活》周刊时期的《读者信箱》［3］。鉴于此，讨

论《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有着较高的研究

价值，可以补充、丰富邹韬奋的办刊实践与办

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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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信与回信概览

《星期刊》的《信箱》栏目共刊登 52 封

读者来信与 33 封编者回信，具体情况见表 1

所列。

由表 1 可见，来信 52 封，回信 33 篇，回

信率约为 60%，除第 7 号、第 13 号及第 28 号

只有来信，没有回信外，其余 22 号均有编辑

回信，此种情状反映出编者对此栏目的重视。

尽管并非所有来信人都标明具体身份，但根据

来信内容可以判断，50 位来信人中，青年约有

20 位，而青年学生有 12 位，其中前 11 号（香

表 1 《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来信与回信情况

期号 发行时间 信件名称 来信人 地址 身份 编者回复

第一卷

第一号
1936.6.7

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 莫文华 天津 有

理论与实践 丽生 清华 有

第一卷

第二号
1936.6.14

召集国防会议前的先决条件 彬生 广州 中学教员 有

人民阵线的危机 王保新 汕头 有

谈生活日报 季成章 广州 有

第一卷

第四号
1936.6.28

学生救亡运动的缺点 季峰 广州 有

关于救国会议 吴哲夫 福州 无

第一卷

第五号
1936.7.5

关门主义与学生救国运动 张作荫 广州 青年学生 无

推广大众文化的根本问题 镕炉 广州 有

第一卷

第六号
1936.7.12

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 莫文华 天津 有

关于救国联合战线的几个疑问 林中 上海 有

第一卷

第七号
1936.7.19 三个营垒 文明 北平 无

第一卷

第八号
1936.7.26

抗敌救亡与军阀末路 司徒彦文 中大 中大学生 有

创作自由与关门主义 刘文鹤 广州 无

第一卷

第十一号
1936.8.16 关于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 攻力 有

第一卷

第十二号
1936.8.23 几个疑问 萧始 无锡 青年 有

第一卷

第十三号
1936.8.30 苦斗 刘公人 天津 东北抗联战士 无

第一卷

第十四号
1936.9.6 爱人与祖国 唐人 新加坡 青年 有

第一卷

第十五号
1936.9.13 倾诉 王德谦

沧浪亭畔

（苏州）
青年学生 有

第一卷

第十六号
1936.9.20

惨痛的经验 率真 新疆玉河 乡村工作者 有

理智与情感 金草 有

第一卷

第十七号
1936.9.27 嫖赌的价值 运春 机关职员 有

第一卷

第十八号
1936.10.4 在天津的一个夜里 黄铃 天津 青年学生 有

第一卷

第十九号
1936.10.11 枪口余生 云桥 韬奋友人 有

第一卷

第二十号
1936.10.18

中国人的生命 张凭 无

梦 书平 小学教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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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号 发行时间 信件名称 来信人 地址 身份 编者回复

第一卷

第二十一号
1936.10.25

平津学生的新动向 袁启新 天津 青年学生 无

谋生与屈辱 王卓夫 南京、镇江 青年职员 有

第一卷

第二十二号
1936.11.1

惨死 小婴 通州 青年 有

不敬 读者十二人 有

追逐异性 王镛
华大

（武汉）
青年学生 有

第一卷

第二十三号
1936.11.8

我的外交 茗柯 政府职员 有

挨了耳光空洒泪 石田 上海 无

第一卷

第二十四号
1936.11.15

纱厂工友们的呼声

沪东杨树浦

日商纱厂全

体工人

沪东

（上海）
工人 有

民众广大的力量 李朴生 新加坡 政府职员 有

第一卷

第二十五号
1936.11.22

救国组织和时事研究 王义 菲律宾 青年学生 有

伟大战士的损失 杨家蕴
西京

（西安）
无

法律和眼泪
一个华北的

学生
天津 青年学生 无

阿静 朱光
沪西

（上海）
有

怎么回事？ 汪盈 镇江 青年学生 有

第一卷

第二十六号
1936.11.29

一件严重的事实 袁启新 天津 无

求生的斗争 一个工友 上海 青年工人 无

血泪的私蓄贡献国家 宗棠 有

热血沸腾的时候 张海萍 上海 青年女士 有

不算人 赵公望 上海 无

第一卷

第二十七号
1936.12.6

不能再沉寂了 顽痴 厦大学生 无

两重悲哀 难隐 青年学生 无

僧伽怎样救国 佩洛 镇江 青年僧伽 有

第一卷

第二十八号
1936.12.13

感动得流泪 炎中 厦大学生 无

可耻的一幕 黄慎之 无

和汉奸有什么分别 张世萍 芜湖 小学教员 无

旧书店里特殊顾客 崇熙 北平 无

续表续表

港时期）青年来信较少，后 17 号（上海时期）

青年来信较多，这颇能表明对青年（学生）动

员的成功；除青年学生外，来信人还有政府职

员、工厂工人、店员、小学教员、韬奋友人

等，身份的多样性也颇能说明《信箱》的广泛

影响。从地域分布来看，注明地址的信件共有

38 封，约占 70%，涉及北京、上海、天津、广

东、江苏等 9 个国内省区，以及菲律宾和新加

坡两个海外地区，其中，前 11 号自广东的信

件占比最大，共 7 封，约占同期来信总数的

50%；后 17 号来自上海和江苏的信件最多，共

11 封，约占同期来信总数的 30%；而北平、天

津、南京、武汉、西安等“重要城市”，以及

新加坡、菲律宾等“边远地域”的来信也颇能

反映《星期刊》的发行范围与《信箱》的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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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栏目主题：促进民族解放运动

《星期刊》创办于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

时代背景下，目的在于“努力促进民族解放运

动”， 《信箱》栏目也不例外。经梳理与归纳，

本文将读者来信分为四类：讨论联合阵线、发

起救国运动、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和文艺救亡。

（一）讨论联合阵线

1935 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

要矛盾，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

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 年 5 月 31

日，中共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

立，邹韬奋成为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在此背景

下，宣传、讨论联合阵线自然成为《星期刊》

及其《信箱》栏目的一项重要工作。《信箱》

刊登的首封来信即是刘少奇（化名莫文华）的

《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并先后发表一组信件

深入“讨论”了联合阵线问题。

《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阐述了民族解放

人民阵线的性质和任务，认为“救亡的人民阵

线应该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

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级联盟，从最进步的阶

级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

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

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

线之中”［4］。编辑在回信中表示认可，并补充

强调“现在应该不论何党何派，要立刻在民族

解放联合阵线的大目标下，集中力量，抗日救

亡”［5］。

王保新的《人民阵线的危机》则认为“救

亡的人民阵线诚然应该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

线，但是在组织方面，仍须严格，至少要不让

汉奸混入”［6］。编辑在回复中表示，王保新的

来信提供了警示，但是强调不能因此放弃对促

成人民阵线扩大化广泛化的努力，“凡是没有

被证实已经甘心做汉奸的，都应鼓励加入，但

是那些已甘心做汉奸的人，必须作无情的制

裁”［7］。

刘少奇在《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复信中

表示不赞同王保新的看法，认为这种“危机”

心理的叫出会吓退许多人参与人民阵线中来，

强调“人民阵线是不能拒绝那些愿意抗敌的军

官，官吏，资本家来加入的”［8］，有力批驳了

关门主义的论调。编辑对此表示赞同，并主

张以民族联合阵线来替换人民阵线这一名词，

“使人一望而知是以民族解放为本位的联合阵

线；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9］。同号林中来

信提出关于救国联合战线的四个疑问，编辑也

在回信中逐一解答。攻力在读完邹韬奋所写关

于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的笔谈后，来信表达了

不同的意见。编辑结合邹韬奋的文章，耐心纠

正了攻力的错误理解，表示“在联线之下做理

论斗争足以分散抗敌力量”是一种过虑，因为

“正确的理论也是抗敌的一种主要力量”［1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

解放，取得抗战胜利的一大法宝。香港时期

《星期刊》的《信箱》通过多篇读者来信及编

辑回复不仅营造出热烈的讨论氛围，还利用香

港这一特殊环境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社

会各界一致抗日的态度与主张，邹韬奋本人也

提出用“民族联合阵线”代替“人民阵线”的

建议，这些都为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发起救国运动

华北事变后，平津地区成为抗日救亡运动

的前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率

先行动，先后发起“一二·九”“一二·一六”

等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救

亡热潮，上海反应尤为激烈。上海各界纷纷成

立“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于

1936 年 5 月 31 日在上海成立，而邹韬奋是救

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也是《团结御侮的几个

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7.7.15）的联名起

草人之一［11］。可以说，救国运动是邹韬奋此

时办刊实践的首要关切，《信箱》通过来信对

救国运动予以积极的报告和讨论。

就学生救国运动而言，季峰在《学生救亡

运动的缺点》来信中总结了半年来学生运动的

六条缺点：“领袖人物的学识不够”“不了解联

合战线”“不应以明确的党派作为号召”“没有

组织”“领袖人物胆力不够”以及“不应以反对

会考为号召策略”［12］。编辑在回信中主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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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领袖人物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不

能把领袖看得过于超过其领导的群众”，且“领

袖的产生不是好像突然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

从艰苦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不能凭空希望领袖

出现，而应该选出有能力和勇气的同学，使其

在实践中进步［13］。此外，张作荫作为参加过救

国运动的青年，在《关门主义与学生救国运动》

中表示学生救国运动是抗日救亡联合阵线的一

部分，不能犯关门主义的错误。袁启新则在

《平津学生的新动向》中报告了平津学生们目前

正着力克服关门主义、盲动等错误倾向，力图

日后取得更大成效。上述来信不仅动态报告了

学生运动，并与复信一起检讨了学生运动，这

些均有助于推动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

1936 年 11 月至 12 月，中国绥远地方当局

与日本支持的蒙古分裂分子之间爆发了一场局

部战争，史称“绥远抗战”。为了支持绥远当

局，上海 35 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

的募捐活动（简称“一日运动”）。《信箱》刊发

了 5 封有关“一日运动”的来信。宗棠的《血

泪的私蓄贡献国家》来信叙述了同事方君将辛

勤积攒的本可用于医治病情、改善生活的十余

元血汗钱无私捐赠的“壮举”。厦大学生顽痴

的《不能再沉寂了》报告了厦大同学在市场开

展募捐，市民纷纷慷慨解囊的“一日运动”，反

映了民众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坚定支持。

乡村工作者炎中的《感动得流泪》来信列举了

“一日运动”中募捐工作者应注意的相关事项。

当然，并非所有来信都洋溢着乐观与鼓舞。青

年学生难隐写信抒发了“两重悲哀”：一是 “对

于绥远抗敌军的捐助没有办法”；二是眼看着日

本飞机在天空中分发传单，心中苦闷［14］。张

世萍在《和汉奸有什么分别》来信中讲述芜湖

小学生们参与募捐，却被阔佬们雇佣的奴才辱

骂殴打的惨痛情形。上述来信，编者只回复了

宗棠来信，对方君、宗棠等人的捐赠行为表达

了“最诚恳的民族敬礼”，“中国有这样的爱国

国民，必然有光明的前途”［15］。尽管如此，对

各地募捐运动的报告，或鼓舞国民或警示民众，

有力宣传并推动了“一日运动”。

上述来信或理性剖析救国运动的短板，以

求改进；或如实反映各地救亡实况，直抒爱国

热忱。编辑回信在表示同情的同时能够阐发独

到的见解和思路，以此引导、推动救国运动。

可以说，《信箱》已经成为读者与编辑讨论救

国运动问题的“阵地”，也为日后更为广泛的

抗战动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揭露日本侵略暴行

在讨论联合阵线，发起救国运动的同时，

《信箱》还刊登 7 篇读者来信，通过读者讲述

自身或友人的屈辱经历，有力揭露了日本侵略

者各种野蛮无耻的侵略行径。

在《枪口余生》中，邹韬奋的好友云桥描

绘了自己回国途中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无端被

一位自称为日本宪兵司令的人拘留，命悬一

线，几近枪决，幸得同行的欧美友人相助，方

得幸免于难。经历此难后，云桥才“深切地了

解抗敌之必要，抗敌之急需”［16］。 石田《挨

了耳光空洒泪》记录了自己与一名日本人偶然

发生碰撞，却遭受对方的一记耳光，原本想追

上去讨回公道，但却被人劝住，“……您预备

怎样办？单单打坏他们几个人，与整个侵略者

并没有多大的损害……”，听完这些话后，“沸

腾的血慢慢降到冰点”，并“陷入沉思迷惘的

深渊里”［17］。袁启新的《一件严重的事实》通

过讲述因参与救国运动而被捕的好友的狱中经

历，指出天津警权已在日本管辖之下，“天津

已经走上了全部殖民地化的道路” ［18］ 。赵公望

的《不算人》则讲述了在日读书的亲戚及其同

学因阅读《星期刊》被日警发现，“即逮捕入

局，加以毒打”，“两人皆分别逮解回国” 的屈

辱经历［19］。黄慎之的《可耻的一幕》描绘了

穷苦百姓向日本人乞讨，日本人故意撒钱，百

姓们“拼了命似的争着抢着地上的钱”，日本

人则乘机拍照作乐的“一幕可耻的怪剧”［20］。

当然，编者也不失时机“回应”部分来

信，在引导读者讲述个人经历的同时，鼓励读

者要有信心，坚持行动。云桥的《枪口余生》

是其给邹韬奋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短

信”，邹韬奋收信后立即回信，在安慰好友的

同时也“请他把经过详情函告”，云桥接信后

又写了第二封“长信”（差不多一版篇幅）详

细报告了枪口余生的屈辱经历。茗柯在《我的

外交》叙述了因反对强制征订日本报纸而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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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产生冲突的经历。编辑在回复中一针见血

地指出日本人文化侵略的险恶用心，“煽惑和

麻醉的报纸当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工具”，建

议读者“应该和当地的爱国团体及舆论机关联

系起来，暴露敌人的黑幕，造成集体的反抗力

量”［21］。黄铃的《在天津的一个夜里》写于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信中揭露侵略者的

可憎面目——“在空中清晰的传来敌人庆祝胜

利的枪声，响着帝国主义残忍的欢笑”，透露

出一丝悲观无望的情绪［22］。编辑读完此信后

虽不禁“流下泪来”，但仍鼓舞读者，“不必悲

观，我们好好保住自己，留为他日民族战场上

效力吧！这日子一定不久了”［23］。可以说，编

者回信虽然不多，但恰到好处，直指要害的同

时，又鼓舞读者组织起来，集体反抗。

《信箱》对日寇暴行的揭露主要以读者对

自身屈辱经历的自我呈现为主。作为事件的亲

历者，读者的这种自我屈辱的呈现不仅仅是对

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还能激发其他读者的愤

慨，让读者们清醒认识到国家危亡的惨状。编

辑对此类来信回复虽少，但对问题的分析切中

要害，让悲观的读者看到希望，让勇敢的读者

组织起来，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对读者的抗战

启蒙，对青年做了有力的战前动员。

（四）文艺救亡

文艺承载着民族精神，在日寇紧逼、民族

危亡的特殊时期，文艺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一个重要组成，肩负着文艺救亡的特殊使

命。《星期刊》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

推广大众文化”为宗旨，除了组织笔谈讨论文

艺创作自由与关门主义问题外，《信箱》也刊

登了 4 篇与文艺救亡相关的来信，有力促进了

文艺界联合阵线的形成。

关于创作自由与联合阵线问题，刘文鹤

在《创作自由与关门主义》信中质疑了黎觉奔

《创作自由论批判》（《生活星期刊》第 7 号）

一文流露出的关门主义倾向，表示创作自由论

才是“最适合现阶段文艺救亡运动的口号”，

强调应该从联合阵线上去认识创作自由问题，

倡导文艺界建立广泛的联合阵线，以开放包容

的姿态促进文化繁荣，“目前有许多［宗派对

立］观念很深的批评家，热衷于内战的作家

们，解放开来，不要去限制人家的创作，把最

大限度的自由给予各种各色的作者，共同去争

取民族的解放自由吧！”［24］此信深化了有关

文艺创作自由与联合阵线的讨论。

围绕推广大众文化问题，镕炉在《推广大

众文化的根本问题》中指出推广大众文化的两

大核心要义：一是“推广大众文化的刊物须非

常的廉价”，二是“须在乡村多设代售前进刊

物处”［25］。编辑对此表示赞同，但无奈指出

目前还没有“大量的经济来贴本赠送”，只能

在“推广销路方面着手”，至于在乡村设立代

售处，也“只能等到经济力量办得到时酌办

了”［26］。读者镕炉的建议虽受资金限制还无法

实现，但这些探讨为后续的文化推广工作提供

了极具价值的思路。

《信箱》还刊登了两封报告鲁迅追悼会的

来信。作为当时文艺救亡的代表人物，鲁迅

于 1936 年 10 月 19 日离世，社会各界纷纷举

办追悼会，不仅表达对这位伟大救国斗士的哀

思，还以此激发民众抗敌救国的热情。杨家蕴

的《伟大战士的损失》再现西安鲁迅追悼会的

情景，信中提及由主席宣读的祭文：“我们西京

文化界一定本先生的遗志，学习先生的教训，

向中华民族的敌人，被压迫民众的敌人，人类

文化的敌人，作残酷的斗争，不达最后的胜利

不止。”此外还报告了追悼会上提出“成立西

京文化界协会”的决议，彰显了文化界团结一

心、抗敌救国的决心［27］。同期，“一个华北的

学生”的来信《法律和眼泪》首先报告了天津

鲁迅追悼会的情形，写下“为了祭奠我们民族

解放当中始终不屈的英勇的斗士”，“我们的热

泪夺眶而出。法律是干涉不了人们的哭的”这

样悲痛的文字；其次报告了追悼会的“后续事

件”——因日本方面的授意，追悼会主席被拘

留，开会所借用学校的校长被处分，区域警

察被解雇，同学被逮捕等［28］。这一系列事件

不仅凸显当局的软弱无能，更能激起读者的愤

慨，自觉地加入抵抗队伍。

可以说，来信者积极探索大众文化推广之

道，力促文艺界联合阵线的建立。同时，这些

来信也能够引发社会对文艺救亡事业的关注与

思考，有助于提升文艺界乃至全民族抵御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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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凝聚力，《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成为当

时社会大众探讨文艺救亡问题的重要平台。

四、栏目特点：旗帜鲜明、情理交织
与善于引导

《星期刊》创办于日寇紧逼、民族危亡的

时代情境下，抗日救亡成为邹韬奋报刊实践

的首要关切，因此相较于《生活》周刊时期，

《星期刊》的《信箱》呈现新的特点：旗帜鲜明

地宣传联合阵线；理性与感性交织并重的讨论

方式；善于引导，凝聚救亡共识。

（一）旗帜鲜明地宣传联合阵线

邹韬奋是在日寇紧逼、民族危亡与国民党

消极抗日的背景下创办《生活日报》的。邹韬

奋此时已是救国会的领导，且在抗日救国的旗

帜下成为中共的同路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

救亡统一阵线”的主张。尽管迫于形势才来到

香港办报，但邹韬奋将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作为

办报的根本目的，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的联合

阵线政策。

《信箱》栏首封来信即是刘少奇（化名莫

文华）的来信。刘少奇此时是中共中央北方

局的领导人，也是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

导者，邹韬奋参与并担任领导的“全国各界

救国联合会”即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上海

成立的［29］。首封来信即刊登刘少奇《民族解

放的人民阵线》，并对信中表达的意见“深以

为是”，足以显示邹韬奋对刘少奇来信及其提

出的人民阵线政策的重视。刘少奇还在信中

对《生活日报》的宗旨提出了“建议”，“我觉

得贵刊应担负促成解放中国民族的伟业，而目

前的中心问题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之实际的

组织。贵刊应将全部精力聚集于此。”他还对

《生活日报》提出了期望，“贵刊应成为救国人

民阵线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

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 事实上，刘少奇的

来信奠定了《生活日报》《星期刊》及《信箱》

栏目的基调，而《信箱》成为邹韬奋宣传、组

织联合阵线的一个阵地。

香港时期，《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来

信者多为对救国议题有着独到见解的知识分子

群体，因此这一时期《信箱》栏目选登的来信

与编辑回复，主要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联合

阵线的组织和性质问题，批评了关门主义的错

误思潮，为联合阵线的构建指明了方向。上海

时期，《星期刊》的《信箱》栏目来信内容更

加多样，展现出作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社会价

值。尽管上海时期《信箱》来信没有直接就联

合阵线问题展开讨论，但它们均服务于建立抗

日民族联合阵线这一关键任务，相关来信报告

了各地救国实践，来信者身份构成也更多元，

不仅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及救国运动参与者

的比例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如青年僧侣等特殊

身份来信人。通过选取各地不同身份读者的来

信，邹韬奋将《星期刊》《信箱》栏目打造为

以民族救亡为主题的公共论坛，有助于社会各

界团结一心，集中力量抗日救亡，从而为构筑

最广泛的抗日民族联合阵线作出积极贡献。

（二）理性与感性交织并重的讨论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推

进侵华进程。在此国家危难之际，邹韬奋带领

着《星期刊》的《信箱》栏目，紧跟民族解放

的时代潮流，构筑一个情理交融的公共对话空

间。在《星期刊》的《信箱》中，编辑与读者

既注重理性交流，也进行情感表达，这种理与

情的融合交织的讨论方式，不仅丰富了栏目的

思想内涵，也使其成为记录时代心声、展现民

族精神的重要平台。

在理性探讨层面，《星期刊》的《信箱》

栏目聚焦全民瞩目的核心救国议题。它不仅是

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更是一个公共讨论的空

间，平等展示多元观点，以此构建理性共识。

以对民族联合阵线问题的讨论为例，邹韬奋选

取并刊登了莫文华（即刘少奇）与王保新等人

的信件，来信者围绕联合阵线的构成问题各抒

己见，从不同视角展开激烈讨论，编辑也在回

复中表明态度和立场，最终在思想激荡中达成

共识的凝聚。

在感性表达层面，栏目亦不乏真挚情感的

抒发。邹韬奋设立的《信箱》，不仅成为各界

探讨救国策略的平台，也开辟了一个让读者真

诚吐露心声的空间。读者通过来信记录自己的

亲眼所见、真实所感，表达了对日寇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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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胞苦难的悲痛以及参与救国运动的热忱。

例如，张海萍在信中提及丈夫为大众奋斗而牺

牲，留下她与幼女相依为命，即便如此，她仍

怀揣着为救国运动贡献力量的决心：“目前中华

民族危急到最后关头，救亡运动的责任在每一

个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时候，我恨不能马上跑

到前线上去。”［30］《星期刊》的《信箱》栏目

通过刊登这些信件，激起广泛的情感共鸣，唤

醒民众的救亡意识，对抗日宣传与民众动员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三）善于引导，凝聚救亡共识

《星期刊》的《信箱》栏目重在讨论重要

问题，通过对特定议题的思想碰撞，达到凝聚

共识的目的。《信箱》主要通过三种形式讨论问

题：一是读者与编者之间的讨论，二是读者相

互之间的讨论，三是读者对《星期刊》其他栏

目内容发表的讨论意见。这种立体的讨论方式

让《信箱》成为自由讨论的公共空间，而编辑

在其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对栏目中涉及具

体议题的信件，编辑往往采取深度剖析与策略

性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与读者展开交流，共同

探索方案，从而确保民族解放运动的有效推进。

当读者在表达救亡热情的同时流露出困惑

时，编辑则展现出高度的情感共鸣与支持，不

仅肯定其爱国情怀，还引导读者将满腔热忱转

化为实际行动。例如，一位青年僧侣来信，表

达关于如何在保持宗教信仰的同时参与救亡运

动的疑问。编辑先是对其热情表示赞赏，随后

指出佛教徒作为中国国民，当然能够参与救亡

工作，还可以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将民众唤醒

和组织起来，“尽这种责任，和佛教徒的名称

毫无违背；反之，正是尽了佛教徒的入世救世

的责任。”［31］这样的回复不仅消除了读者的顾

虑，更激发了更多民众在救国事业中勇于担

当、积极作为的热情。

编辑的回复也承担起纠正观念、启迪思考

的责任。针对复旦大学张柳泉女士自杀事件引

发的热议，编辑通过回复信件，深入探讨“生

死”这一重大议题。面对王德谦因挚友离世而情

绪激动、倾诉感慨的来信，编辑首先表达了深切

理解，随后指出在同情之余，亦需正视自杀行为

本身的错误性。当读者金草继续就此事寄信探讨

时，编辑则进一步鼓励青年读者以积极勇敢的态

度面对社会现实，广泛参与救亡行动，而非因一

时挫折而放弃生命，因为“纯净有志的人多死一

个，那斗争的力量也就多损失一分”［32］。既体

现了对个体情感的关怀，又展现了对社会问题的

深刻洞察与理性分析。可以说，通过编辑的桥梁

纽带作用，读者不仅顺利讨论了问题，还进一步

凝聚了有关抗日救国运动的共识，有力宣传并推

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五、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

力逐步扩张，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

危机与挑战。为了探求救国之路，邹韬奋开始

接触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作为社

会活动家，邹韬奋积极参与领导救国会，发表

政治宣言，成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拥护者；作为报刊活动家，其办刊活动的根本

目的在于促进民族解放运动，自觉宣传中共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星期刊》及《信箱》栏

目即是邹韬奋宣传、组织统一战线的“阵地”。

从《生活》周刊到《星期刊》，《信箱》一

直是邹韬奋报刊实践中的“明星栏目”，是邹

韬奋接触青年、启蒙青年的重要媒介。《星期

刊》的《信箱》栏目构筑编读间的对话桥梁，

其独特互动机制深刻影响着公众舆论走向。作

为栏目的引领者，邹韬奋协同编辑部成员，以

精准有力、振奋人心的回信，充分调动起读者

的参与热情，促进社会各界对抗日救亡事业的

共识凝聚与行动统一。无论是感人事迹还是黑

暗现象，无论是积极建议还是悲观求教，邹韬

奋都能凭借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在具体阐述后

回到民族解放的宏观视角上，帮助民众树立正

确认识，坚定救亡信心，不仅有力宣传了中共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为民族解放运动

准备了“新青年”，“延安青年们，几乎每一个

都述说自己曾受过韬奋同志的影响、帮助而走

上革命的道路的事实。”［33］在此意义上，邹韬

奋完成了刘少奇在创刊之初所提出的刊物应将

“全部精力聚集于人民阵线”，“应担负这一艰

巨而伟大的组织工作”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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