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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年代，鲁
迅曾倡导了新兴木刻运
动，并尽力培养了一批青
年红色木刻家群体。而
实际上，鲁迅早在上世纪
  年代就在上海也亲力
亲为地指导、培养了一个
青年书籍装帧家群体，产
生了如陶元庆、钱君匋、
司徒乔等精英。

上海学悦风咏书社联合上海鲁迅

纪念馆推出的“新的形，新的色——鲁

迅书籍装帧艺术展”，通过“引路的先

觉”“外来的风”“心的探险”“为大众的

艺术”四个部分，展示了鲁迅先生在书

籍装帧上的引领作用、创作成就与艺术

影响。

近代书籍装帧崛起
1927年10月12日，无论是对于钱

君匋个人，还是对中国书籍装帧艺术

史，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上午，

钱君匋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60号的开

明书店中相遇相识了前来拜访书店老

板章锡琛的鲁迅。后在章锡琛的介绍

下，鲁迅还看了钱君匋装帧的《寂寞的

国》《破垒集》《春日》等书，鲁迅真诚地

说：“很好，有一些陶元庆的影响，但自

己的风格还比较明显，努力下去是不会

错的。”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抵

沪。10月6日，为鲁迅做了不少书籍装

帧的陶元庆及搞文学的许钦文即去旅

馆拜访了大先生。11月的一个上午，陶

元庆又邀同学钱君匋到景云里看鲁迅

收藏的汉画像石精品。据《鲁迅日记》

统计，从1927年10月6日至第二年秋，

陶元庆转到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执教期

间，他共到鲁迅处去了15次。而钱君

匋还为陶元庆替鲁迅《朝花夕拾》的书

籍装帧印刷监制事宜，专门给鲁迅写

信，鲁迅第二天即回了信。

从这个史实来看，鲁迅定居上海

后，除了文学创作，最多、最频繁的就是

从事书籍装帧，也为近代书籍装帧的崛

起拉开了序幕。

1927年12月，陶元庆在上海立达

学院美术馆举办个人美术展，其中有油

画、水彩画《卖氢气球者》《落红》等，而

最精彩、亮眼的是他为鲁迅作品的书籍

装帧如《彷徨》《坟》等。为了支持陶元

庆的展览，鲁迅不仅将自己收藏的一部

分汉画像石精品拓本随画展一起展出，

还热情洋溢地撰写了《当陶元庆君的绘

画展览时》一文：“他以新的形，尤其是

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

有中国向来的灵魂……我想，必须用存

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

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能懂得他的

艺术。”

鲁迅不仅高度评价了陶元庆书籍

装帧的艺术性，且特别阐释了陶元庆书

籍装帧的文化自信、民族意识、时代精

神及美学追求。鲁迅的这篇文章应当

是近代书籍装帧崛起的宣言，也佐证了

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已然成为全国

书籍装帧的重镇。

帮扶书籍装帧群体
在景云里拜访鲁迅后不久，钱君匋

在内山书店又见到了鲁迅，鲁迅热情地

把他引荐给内山完造。此后，内山很留

意为钱君匋提供优秀的书籍装帧，钱君

匋对此是怀感激之情的，他说：“我在内

山书店买书可以记账，一年分三节付

款，也是因为鲁迅相熟的关系。后来，

内山也成了我的朋友。”（《忆鲁迅》）正

是在鲁迅的耳提面命与艺术指导下，钱

君匋勤奋创作，中西兼容、风格自树，从

而迅速地崛起于书籍装帧艺苑。他先

后为鲁迅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死

魂灵》《死魂灵一百图》，茅盾的《蚀》

《虹》《子夜》，巴金的《灭亡》《新生》《家》

《春》《秋》，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音

乐入门》，郁达夫的《郁达夫全集》，曹禺

的《日出》等做了构思精湛、独具匠心的

书籍装帧，在海派文坛获得了“钱封面”

的赞誉。

另据考证，当时参加书籍装帧的司

徒乔，也是直接得到了鲁迅的帮助与支

持。1926年，司徒乔在北京中央公园举

办画展时，鲁迅不仅去看了展览，还买

了他的画，遗憾的是司徒乔当时因为有

事回广州了。

司徒乔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

曾写道：“他（鲁迅）也始终不知道这些

画是在他的作品影响下画成的……我

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好像是在1927

年的年底，李小峰先生招请的宴席上。

他对青年人的关切，使我感到无限的温

暖。”这之后，司徒乔加盟海上书籍装

帧，他为冯沅君小说《卷葹》作的书籍装

帧就获得艺界好评。他多次到景云里

探望鲁迅，有时还和鲁迅一起在虹口的

“小有天”餐馆吃饭，鲁迅还专门到司徒

乔巴掌大的乔小画室做客。1928年3

月13日午后，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往司

徒乔寓所观其所作画，”并于第二天就

写了《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从而使司

徒乔成了新兴的书籍装帧群体的“三

杰”之一。

中西结合创作经典
唐弢是上世纪30年代在鲁迅的影

响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他的杂文很有

“鲁迅风”的气派与神韵。1934年1月，

主编《自由谈》的黎烈文在上海古益轩

举行雅聚，唐弢在这里结识了他崇敬已

久的鲁迅。“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

骂哩。”大家打过招呼后，鲁迅即微笑着

说。年轻的唐弢觉得很不好意思，善解

人意的鲁迅随即又亲切地问：“你真个

姓唐吗？”唐弢连忙答道：“是的，是的。”

“哦，那我也姓过唐的（鲁迅笔名有唐

俟）。”随之大家都笑了起来。这让唐弢

充分感受到了鲁迅的风趣幽默及对青

年的呵护。此后唐弢时常到鲁迅家，得

到了鲁迅的很多帮助与指导。

唐弢在《晦庵书话》中，有几篇文章

专门谈了鲁迅与书籍装帧，其中也有对

陶元庆、钱君匋、司徒乔的评析。唐弢

在《谈封面画》中就追溯了近代书籍装

帧的发轫，“书籍封面作画，始自清末，

当时所谓洋装书籍，表纸已用彩印。辛

亥革命以后，崇尚益烈，所画多月份牌

式美女。”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

随着西风东渐与出版业的兴起，极有美

术造诣的鲁迅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待

开垦的艺术领域，于是率先涉足，1927

年10月正式定居上海后，更是全力以

赴促成了书籍装帧的兴盛势态。

唐弢是大藏书家，他的藏书绝大部

分是近现代文学书籍，其中有不少珍贵

的初版本及毛边本，而鲁迅当年就自称

“毛边党”。因此，唐弢对鲁迅的书籍装

帧艺术曾下过功夫比较研究，尤其推崇

鲁迅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装帧书籍。

他在《画册的装帧》中评析道：“鲁迅用

中国传统装帧来印行西洋画册，例如

《凯绥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梅斐尔

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我以为很有道理，

因为它别具一种艺术上的情趣。”鲁迅

也用过西洋技法搞书籍装帧，代表作就

是《小约翰》。而在中国近代书籍装帧

史上，鲁迅为《引玉集》所作的装帧，可

谓参照东西通融的经典之作。唐弢专

门作了评述：“《引玉集》收录的是苏联

版画，鲁迅特意寄到日本去印刷和装

订。书高七寸半，宽六寸，封面底版黄

色，鲁迅自作图案，红底黑字。书脊与

底面则为黑色，脊上书名用红色字，色

泽和谐，特别雅致。”从中可见，鲁迅对

书籍装帧的艺术理念和美学方法，不仅

直接引领了当时青年书籍装帧家群体，

而且影响了整个书籍装帧的创作走向。

对鲁迅培养、扶植起来的青年书籍

装帧家群体，唐弢也分析了他们的艺术

风格和创作特点，这也是中国近代书籍

装帧史上首次对青年书籍装帧家的综

合评论。“君匋长图案，取材多用植物，

如禾穗、树苗、花叶之类。司徒乔好画

人物，北新版《缥渺的梦》《卷葹》和《法

国名家小说杰作集》，虽构图不同，而全

系人物……三人中我最喜欢元庆的作

品，一幅《苦闷的象征》，已是人间妙品，

而鲁迅的《朝花夕拾》《工人绥惠略

夫》……都由他代作封面，十分出色。”

可见，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发起的新

兴书籍装帧运动及30年代发起的新兴

木刻运动，是互相对应的，构成了近代

中国美术史上的“双子星座”。

■ 华盖集（续编）（鲁迅）■ 莽原（司徒乔）

■ 彷徨（陶元庆）

■ 引玉集（鲁迅）

■ 朝花夕拾（陶元庆）

■ 呐喊（鲁迅）

■ 艺术论（钱君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