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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诞生于 1868 年，1927 年，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已 59 岁。那年，赵家璧 19 岁，在光华

大学一年级念书。两人的年龄和地位悬殊这么大，却已有了第一次文字缘。在蔡元培先生的遗物中，有一封 1927
年郁达夫给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 
前恳题字之“迷羊”，想已挥就，当即前来拜领。刻又有志摩学生赵家璧先生托为介绍，

欲乞先生为伊所编书上，题一书名，若蒙俯允，则编者读者皆受赐无量。屡渎清神，迟日

来面谢。肃此敬请 
冬安 

后学郁达夫顿首 
十一月十四日（1927 年） 

原来这一年赵家璧一边在光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一边已在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中国学生》杂志，这期

间他编了一本《全国大学图鉴》，这是一本十六 本，铜版纸精装画册，专门介绍国内各大学概况。编就后，他

有了请教育界的前辈，最有名望的，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该书题个书名的设想。据赵家璧回忆，那一年的

8 月号《良友画报》上初次刊登了郁达夫的短篇小说《祈愿》，他大约是通过画报主编梁得所找到郁达夫转托他

代为恳请蔡元培的。蔡元培先生没有因求者的名低位贱而拒绝，欣然命笔，他的题字刊登在画鉴的扉页，为画

鉴增辉添色，让年轻的编辑对前辈感激万分。 
1932 年赵家璧得到左联成员韩起编译的一部《苏联大观》。此书有二十万字，附大量精美插画，全面介绍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为提高影响力，他邀请胡愈之为此书写了序。胡愈之那时刚从欧洲返沪，在

途经莫斯科时参观游览了七天，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冲破国民党不准宣传苏联的禁令，第一次如实地介

绍苏联，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赵家璧既已请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苏联大观》写序、推荐，这已

足可引起读者对《苏联大观》的关注和兴趣，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要再进一步提高《苏联大观》的品位，他

又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这次他没有请前辈代邀，而是自己大胆地直接给蔡先生写信，请他题写书名。

蔡先生又一次为他寄来了墨宝。 
1936 年秋，苏联版画展首次在上海举行，赵家璧通过中苏友协从苏联驻沪领事馆无条件取得全部展品的出

版权。这本精美《苏联版画集》由鲁迅先生亲自选编，并抱病写了序文。画册付印前，赵家璧又想请蔡先生在

书前写几句前言，征得鲁迅同意后，他直接到中央研究院，当面向蔡元培先生提出要求，先生欣然接受，很快

就把前言写好了。他的前言是这样说的： 
木刻画在雕刻与图画之间，托始于书籍之插图与封面，中外所同。惟欧洲木刻于附丽书

籍外，渐成独立艺术，同有发抒个性寄托理想之作用，且推广为铜刻、石刻，以及粉画、

墨画之类，而以板画之名包举之，如苏联展览会是矣。鲁迅先生于茲会展品中，精选百余

帧，由良友公司印行，并以见板画进步的一斑，意至善也。廿五年六月廿五日蔡元培题 
1934 年，赵家璧创意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文艺作品，请文艺各领域的专家整

理编选，编辑出版一套统一规格、装帧美观，为后人研究新文学发展提供珍贵史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十

卷本大系的十位编选者确定后，赵家璧又去中央研究院找蔡元培先生，他向先生介绍了《大系》的规划和编选

者名单后，先生说：“这样一部有系统的大结集，早应有人做了，现在良友公司来编辑出版，很好。”随后，他

对赵家璧谈起：自己是如何进北大的；为了聘请进步年轻的教授受到外界怎么样的责难；胡适和林琴南又怎样

在北大发生笔战的。最后他答应先为《大系》写一段短短的总序节要，再抽空写一篇长序。 

 



蔡元培的总序节要很快就寄到了，赵家璧将其手迹与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及叶圣陶、林语堂、冰心等

名人为大系说的几句话，一起编了一本《大系样本》，向社会上广为发送、宣传广告、征求订户。同年夏天，蔡

先生从青岛寄来了长达 7000 字的《新文学大系总序》。1936 年 2 月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齐，当赵

家璧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放到蔡先生书桌上时，他一边抚摸着烫金的书面，一边用沉重的语气向赵家璧

提出了一个愿望，他说：“五四”时期如果没有大量优秀的西洋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事业不

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同样值得后人珍视的。他建议可续编一套

翻译作品的结集，也编十卷，可以成为《新文学大系》的姐妹篇。 
在蔡元培先生的启示下，赵家璧向许多朋友和翻译家们请教后，决定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把编选范围局限

于短篇小说，出版一套《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也分十卷，约请了郭沫若、黎烈文、曹靖华、郁达夫、巴金、傅

东华、耿济之、戴望舒、郑伯奇、赵家璧等十人分别担任各卷编选。约稿完成，准备发售预约时，赵家璧又去

中央研究院拜会蔡先生，仍想请蔡元培先生为《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写总序。这次去时，先生大病治愈不到一

个月，每天只到院办公一小时，医生嘱咐绝对不能接待客人。他却破例特别答应接见赵家璧，秘书只得关照赵

家璧“会见只能以五分钟为限”。正说时，先生推门而入，只见他面容略显苍白，精神还极矍铄，听赵家璧说明

来意后，先生的欣喜让赵家璧喜出望外，他对大系提了许多可贵的意见，立即同意，如前次一样先为预约样本

写几句话，将来出书时再写一篇长序。三天后，就收到他写在二十行宣纸上的前言。文中说： 
短篇小说的译集，始于三十年前的周树人（鲁迅）、作人昆仲，但好久没有继起的。最

近十年始有“世界短篇杰作选”………等出版，但各从所好，不相为谋。 
良友图书公司新编一部“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取已译的本，重加审核，选取合格的译品，

并补以新译的代表作，又加以各国短篇小说发展历史，名家传记与最近的十年的译本索引，

不但对以往的短篇小说界作一普遍的介绍，并且对将来的短篇小说定有良好的影响。 
可惜，在“大系”的文稿收到一半，预约广告也已刊出时，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军的炮火把良友公司的

房屋完全炸毁，这个即将实现的编辑计划也胎死腹中了。以后，良友图书公司虽几度复兴，但因为日本入侵后，

全国的困难局面，这套丛书一直没能出版。 
1940 年 3 月 5 日，突然从香港传来蔡元培先生逝世的噩耗，赵家璧拿出先生的遗像、遗墨，沉痛地思念

着先生的教诲，写下了《忆蔡元培先生》一文，刊登在《良友画报》上，文中说： 
蔡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计的；没有五四运动，也许不会有今日的抗战，没有

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也许要迟来十年。…… 
赵家璧对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遗愿，一直记在心中，译稿资料也一直保存在

身边，他苦苦地等待着实现先生遗愿的时机。解放后的 1957 年，赵家璧把这个未完成的编辑计划，写成了《编

辑忆旧》为题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约三四天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来电表示，愿意接办这部大

书。当赵家璧正在庆幸先生的遗愿将得以实现时，反右斗争突然 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责同志靠边检查，

出书的梦想又告吹了。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9 年，虽然赵家璧保存的资料，经过“文革”已荡然无存，但他抱着

一丝的希望又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遗愿》，重提《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他心里

盼望能引起出版界对这套书的兴趣，有哪一个出版社能出来承接三十年前的这套丛书。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

的周晔，果然来与他谈论此事，这真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周晔调离了译文出版社，随后又过早地离 了

这个世界，“大系”的出版又成了泡影。1988 年当人们纪念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时，赵家璧又在纪念文

章《蔡元培先生二三事》中提到《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他写道：如果我们能按蔡先生的遗愿，扩大范围，延长

下限，出它二三十卷，那时蔡先生的短序，略加说明仍可署于卷首，这将是对蔡先生最好的纪念。 
蔡元培先生为振兴中华，奋斗不止的精神；他 拓创新，提携后辈的热情，让赵家璧深深感载，终身不忘。

八十年代中期，赵家璧得知先生的曾侄孙——蔡建国先生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先生遗留在各处尚未公布的

大量照片，于是，他提议建国先生编辑一本图文并茂的《蔡元培先生画传》作为对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纪

念。当时，国内出版业不景气，对这种要求高、投资多的纪念册兴趣不大。赵家璧自告奋勇，跑到自己的老单

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说客，说服领导接受此书，并让他最信任的老部下潘世聪先生担当此书的责任编

辑，他在“晨光出版公司”培养的王振祥先生负责装帧设计，最后他还亲自审阅稿件。那时蔡建国曾写信请赵家

璧写序，后来，不知是他觉得自己的资望太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终究没见刊出。蔡建国还很荣幸地请到胡

耀邦同志为《画传》题写书名。（见下图）此画册出版后，曾荣获上海市 1989 年优秀图书二等奖。 
1988 年 1 月 11 日，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为纪念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上海市在静安

公园西侧草坪上为先生竖立一座铜质塑像。上午九时三十分，乐队演奏起《致敬曲》，杨堤副书记轻轻揭去塑像

上的幕布，赵家璧站在草坪上，双手拄着拐杖，上身微微后仰，目不转睛注视着身着长袍，端坐在上的前辈。

往日的经历如电影般，一幕幕在面前闪过，他心里黙黙叨念着：“多慈祥的老人呀！”“我还能为你再做些什么呢？”



看着，看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