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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说期刊的广告叙述

———以晚清报载《月月小说》广告为中心的探讨
刘颖慧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陕西省委党校，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在 晚 清 小 说 的 发 展 过 程 中，读 者 之 阅 读，作 者 之 创 作，报 馆、书 局 之 印 刷 及 刊

行，乃 是 一 个 无 法 分 割 的 有 机 整 体。在 这 个 整 体 的 运 作 过 程 中，读 者 是 核 心，作 者 的 创 作 以

及 杂 志 的 办 刊 宗 旨 都 以 此 为 中 心。本 文 选 取《申 报》、《时 报》、《神 州 日 报》、《中 外 日 报》等

晚 清 主 要 报 刊 所 载 关 于《月 月 小 说》的 相 关 广 告，以 此 为 基 础 考 察 晚 清 时 期 小 说 杂 志 市 场 的

状 况 和 晚 清 小 说 读 者 群 的 特 征，揭 示 晚 清 时 期 小 说 作 者、书 局 和 读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关 键 词］晚 清；出 版 市 场；月 月 小 说；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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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２ＸＺＷ０１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颖慧，女，陕西商洛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陕西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小说史。

①　《新小说》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绣像小说》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创刊于上海；《月月小说》于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
年）创刊于上海；《小说林》于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创刊于上海。

②　对同一报刊上重复出现的内容完全相同的多次广告只统计其第一次，对相同报刊及不同报刊上的相同内容的广告不做重复统计。

③　广告内容如下：缘起：本社主人以小说为开通风气、改良社会为最有效果，而西人皆视小说于心理上有莫大之势力。吾国完全之小说殊不

易见，故特独出钜资，组织此册，以飨吾国民；宗旨：以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为宗旨。虽小说家言，而务趋于正，一切芜秽之说，均屏而不录。

故虽深闺秀女，学界商界，均可人手一编，既得活泼性灵之益，绝无诲盗诲淫之弊；编译及选 稿：本 社 除 延 聘 通 人 自 行 撰 译 外，复 广 搜 海 内

外名人著作，分门别类，按期付刊。即有征求之稿，均属完全，已经入选，决无间断；内 容：本 报 各 门 材 料 丰 富，趣 味 浓 深，读 之 能 使 振 起 精

神，助长智慧；插画：本报每期必插入中西名胜或名人图画五、六页，以资观览；出版：月出一册，印刷精良，按期出版，决无延迟。第二号准

十月半出版，内容较首期尤有趣味；预定：凡预定全年者，送临时增刊一厚册，不取分文。定半年者不送阅。阅者注意。本报初办，各处多

未设有代派处。各外埠诸君欲预定者，请函致乐群书局直接为妥。定报至十份以上者九折，三十份以上者八折；招登广告：本报前后幅特

设广告一门，凡有关于商业者，登此广告极有利益，盖本报行销寰宇，既装订成册，必永 久 长 存。印 一 页 有 数 十 页 之 用，不 致 如 日 报，阅 后

则废也。凡有欲登者，请送交本社发行所可也。今将第一期目录列左，诸君定阅，请至本 报 发 行 所 可 也。再 近 来 各 处 所 出 小 说 每 每 不 能

应期出版，甚有开办至三四年，出报犹不及一二年之数者。此盖非办理者疲玩，实缘撰者译 者 未 尽 脱 稿，即 以 付 印，而 操 笔 者 中 间 有 事 中

止，致令阅者兴味索然。本社深悉此弊，所选各稿均系已经杀青者，又能按月蝉联，绝无间断之弊。阅者鉴之。

　　晚 清 小 说 期 刊 的 大 量 出 现 是 在１９０２年“小 说 界

革 命”之 后。这 一 年 之 前 报 刊 上 刊 载 的 小 说 广 告，多

为 各 书 局 的 小 说 出 版 广 告，在 报 刊 上 刊 载 小 说 广 告

的 仅《瀛 寰 琐 纪》和《海 上 奇 书》两 家 杂 志，这 两 种 小

说 杂 志 的 小 说 广 告 内 容 也 仅 限 于 对 其 期 刊 目 录、刊

载 小 说 的 内 容、价 格 和 销 售 地 点 的 简 单 介 绍。至

１９０２年，《中 外 日 报》刊 载 的《新 小 说》出 版 广 告，局

面 才 有 所 变 化。此 后，随 着 新 创 刊 的 杂 志 越 来 越 多，
各 家 期 刊 的 竞 争 也 越 来 越 激 烈，直 接 的 体 现 就 是 报

纸 上 的 宣 传 广 告 数 量 越 来 越 多，篇 幅 越 来 越 大，方 式

也 越 来 越 花 样 百 出，异 彩 纷 呈。被 称 为“晚 清 四 大 小

说 期 刊”的《新 小 说》、《绣 像 小 说》、《月 月 小 说》、《小

说 林》均 在 这 一 时 期 先 后 出 版 发 行① 。在 晚 清 报 刊

上，留 下 了 关 于 这 些 小 说 期 刊 的 大 量 宣 传 广 告。这

些 广 告 对 于 小 说 期 刊 出 版 史 研 究，以 及 小 说 阅 读 史、
传 播 史 研 究 都 是 极 为 珍 贵 的 史 料。

《月 月 小 说》是 继《新 小 说》、《绣 像 小 说》之 后，
创 刊 于 上 海 的 一 家 重 要 的 小 说 杂 志。自１９０６年９

月 起，至１９０９年１月 停 刊，共 出 版 了２４期。据 笔 者

统 计，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 间 刊 发 在《申 报》、《新 闻 报》、
《神 州 日 报》、《中 外 日 报》、《时 报》上 的《月 月 小 说》
广 告 共３６则② 。《月 月 小 说》发 行 过 程 中，刊 载 于 当

时 各 大 报 刊 上 的 全 方 位、多 角 度 的 宣 传 广 告，不 但 为

杂 志 广 开 销 路，而 且 对 近 代 小 说 传 播 范 围 以 及 读 者

群 的 扩 大 有 着 重 要 意 义。

一、以 读 者 为 中 心 的 运 作 模 式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四 日（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１日）
的《时 报》上，刊 载 了 一 则 乐 群 书 局 的 广 告：

小说丛报社现已改为月月小说社，因房屋
修理未竣，赐函诸君请暂改寄上海棋盘街乐群
书局可也。此白。
这 是 乐 群 书 局 以《月 月 小 说》为 名 义 发 布 的 第 一

则 宣 传 广 告。在 稍 后 的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初 九

（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中 外 日 报》上，又 刊 载 了 一 则

醒 目 的 整 版 广 告《上 海 月 月 小 说 社 广 告》③ ，这 则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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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的 广 告 同 时 也 刊 登 在 四 天 之 后 的《时 报》上。广 告

首 先 列 其 第 一 年 第 一 号 目 录，之 后 分 别 从 缘 起、宗

旨、编 译 及 选 稿、内 容、插 画、出 版、预 定、招 登 广 告

等９个 方 面，对 其 小 说 期 刊 进 行 了 全 面 说 明，是 研 究

《月 月 小 说》的 重 要 材 料，它 体 现 了《月 月 小 说》以 下

三 个 方 面 的 特 点：

１．读者定位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初 九 的 这 则 广 告 用《中 外 日

报》几 乎 三 分 之 一 的 版 面 对 杂 志 的 宗 旨、内 容、选

稿、插 图、征 订 方 式 等 等 内 容 进 行 了 介 绍。虽 然 新 创

刊 的 杂 志 几 乎 都 会 在 报 刊 上 进 行 创 刊 宣 传，可 是 多

数 只 是 高 谈 阔 论，大 谈 改 良 社 会、启 蒙 民 智 等 崇 高 目

标，相 比 之 下，作 为 晚 清 重 要 的 小 说 杂 志 之 一，《月

月 小 说》创 刊 时 的 宣 传 广 告 绝 非 人 云 亦 云。长 达

６５３字 的 广 告，对 别 的 杂 志 鸿 篇 阔 论 之 改 良 社 会 的

“宏 图 大 略”只 一 笔 带 过，开 篇 即 云：“以 辅 助 教 育、

改 良 社 会 为 宗 旨。……故 虽 深 闺 秀 女，学 界 商 界，均

可 人 手 一 编，既 得 活 泼 性 灵 之 益，绝 无 诲 盗 诲 淫 之

弊。”这 样 开 篇 并 非 无 的 放 矢，其 实 意 在 争 取 最 广 阔

范 围 内 的 读 者 群———“深 闺 秀 女，学 界 商 界，均 可 人

手 一 编”，虽 然 语 言 通 俗 平 常，既 无 宏 图 大 略，也 无

引 经 据 典，但 是 却 有 的 放 矢，将 小 说 的 读 者 群 定 位 于

女 性、学 界、商 界。和《绣 像 小 说》以 及《新 小 说》的

读 者 定 位 相 比 较，《月 月 小 说》从 创 刊 伊 始 就 坚 持 通

俗 化、娱 乐 化 的 风 格，不 但 和 别 的 小 说 杂 志 一 起 争 取

学 界 读 者，还 将 读 者 群 定 位 扩 大 到 女 性 读 者 以 及 商

界 人 士，以 求 比 其 他 小 说 期 刊 更 为 广 泛 的 读 者 支 持。

在 创 刊 之 后 的 两 年 多 里，随 着 杂 志 社 人 事 的 更 迭，在

不 同 编 辑 的 主 持 时 期，《月 月 小 说》对 其 办 刊 的 宗

旨，特 别 是 读 者 定 位，还 进 行 过 几 次 小 范 围 的 调 整。

针 对 不 同 类 型 读 者 的 需 要，对 杂 志 版 面 进 行 了 局 部

微 调，但 在 调 整 中，其 文 化 品 位 始 终 围 绕 读 者 转 移，

这 是《月 月 小 说》从 一 开 始 就 颇 受 欢 迎，历 经 主 撰 更

迭、停 刊 风 波 仍 蓬 勃 发 展 的 根 本 原 因 之 一。

２．内容特色

在 这 则 创 刊 宣 传 广 告 中，通 过 稿 件 来 源、内 容 特

色、插 图 三 个 方 面 对《月 月 小 说》的 特 点 进 行 了 说

明。首 先，《月 月 小 说》社 颇 重 视 稿 件 来 源。创 刊 广

告 中 称“除 延 聘 通 人 自 行 撰 译 外，复 广 搜 海 内 外 名 人

著 作”的 用 稿 方 式，对 读 者 颇 有 吸 引 力。而 在 整 个 刊

行 过 程 中，杂 志 主 笔 先 后 由 汪 惟 甫、吴 趼 人、许 伏 民

担 任。先 是 由 吴 趼 人 担 任 主 笔，因《二 十 年 目 睹 之 怪

现 状》而 声 名 鹊 起 的 小 说 家 吴 趼 人 的 入 主，以 及 其 作

品 在 杂 志 上 的 连 载，为《月 月 小 说》赢 得 了 不 少 慕 名

而 来 的 读 者。第９期 以 后，杂 志 更 换 主 笔，聘 任 当 时

更 受 欢 迎 的 报 人 小 说 家 冷 血（陈 景 韩）和 通 俗 小 说 之

王 天 笑（包 天 笑）撰 稿，更 是 为 杂 志 赢 得 了 更 多 读

者。除 重 金 聘 用 当 时 红 极 一 时 的 知 名 作 家 撰 稿，《月

月 小 说》还 宣 称“广 搜 海 内 外 名 人 著 作”。许 伏 民 在

《月 月 小 说》上 也 曾 广 告 说“现 除 冷 血、天 笑、趼 人、

桂 笙 四 君 子 撰 译 之 外，凡 有 外 来 经 著，无 不 广 收。”［１］

如 此 重 视 稿 件，并 且 承 诺 连 载 无 间 断，也 是 吸 引 读

者，扩 大 杂 志 销 路 的 重 要 手 段。

除 此 而 外，小 说 内 容“趣 味 深 浓”是 创 刊 广 告 中

对《月 月 小 说》内 容 特 色 的 说 明。强 调 通 俗 化，重 视

娱 乐 性 和 趣 味 性 也 是《月 月 小 说》区 别 于《绣 像 小

说》和《新 小 说》而 获 得 更 多 读 者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从 具 体 的 杂 志 内 容 来 看，《绣 像 小 说》和《新 小 说》上

所 刊 登 的 小 说 无 论 作 品 内 容 还 是 表 达 主 题 都 比 较 严

肃，尤 其 是《绣 像 小 说》，所 刊 登 的《文 明 小 史》、《老

残 游 记》、《活 地 狱》、《扫 迷 帚》和《邻 女 语》等 均 为 格

调 严 肃 的 作 品；而《新 小 说》刊 登 的 小 说 则 多 为 政 治

小 说，读 者 熟 悉 的《九 命 奇 冤》、《东 欧 女 豪 杰》、《新

中 国 未 来 记》、《痛 史》等 作 品 多 为 历 史 小 说、政 治 小

说、哲 理 科 学 小 说，趣 味 性、娱 乐 性 远 不 及《月 月 小

说》。与 这 两 者 不 同 的 是，《月 月 小 说》所 刊 登 的 小

说 门 类 更 多，内 容 也 更 迎 合 读 者 的 趣 味。首 先，当 时

最 受 市 民 欢 迎 的 侦 探 小 说 是《月 月 小 说》刊 载 量 最 多

的 一 类，此 外，受 女 性 读 者 欢 迎 的 言 情 小 说 的 数 量 也

很 多，诸 多 标 注 写 情、痴 情、侠 情、苦 情 等 以 男 女 感

情 为 主 题 的 小 说 占 据 了 大 量 篇 幅；另 外 其 所 刊 载 的

诙 谐 小 说、游 戏 小 说、滑 稽 小 说、心 理 小 说 等 也 都 是

符 合 普 通 民 众 品 味 的 作 品。杂 志 创 刊 广 告 中 特 别 提

及 的“插 图”也 是 当 时 小 说 刊 载 中 的 时 尚 因 素。大 量

生 动 的 插 图，不 但 能 改 变 小 说 杂 志 的 抽 象 化 特 点，将

抽 象 的 故 事 和 具 体 的 图 画 结 合 起 来，帮 助 识 字 不 多、

理 解 能 力 较 低 的 市 民 阶 层 理 解 小 说 内 容；而 且，《月

月 小 说》中 的 “中 西 名 胜 名 人 图 画”插 图 也 是“寓 教

于 乐”、增 加 可 读 性、吸 引 普 通 读 者 的 有 效 方 式。

３．促销方式
《月 月 小 说》除 在 杂 志 内 容 上 下 功 夫，增 加 可 读

性，吸 引 读 者 外，还 不 断 推 行 各 种 行 之 有 效 的 促 销 方

式，这 是《月 月 小 说》从 创 刊 宣 传 就 开 始 成 功 实 施 的

商 业 运 作 策 略。在 创 刊 广 告 中，《月 月 小 说》社 就 推

出 两 项 促 销 活 动，一 个 是 对 全 年 预 定 者 赠 送 增 刊，第

二 个 是 对 各 地 代 派 处（也 就 是 我 们 今 天 所 说 的“分 销

商”）实 行 打 折 优 惠。“定 报 至 十 份 以 上 者 九 折，三

十 份 以 上 者 八 折。”第 二 种 促 销 方 式 尤 其 奏 效。因 为

大 幅 度 的 折 扣，各 地“代 派 处”在 很 短 时 间 内 增 加 了

很 多：在《月 月 小 说》创 办 之 初 的 第１号，有 一 则《敬

白》曰：“本 报 初 办，各 地 代 派 处 多 未 设 立，如 有 欲 阅

本 报 者，请 函 知 上 海 棋 盘 街 金 隆 里 口 乐 群 书 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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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号 就 公 布 了“代 派 处”１７地１９处，第６号 广 告

中 所 公 布 的“代 派 处”更 增 至２９地３６处，甚 至 包 括

一 处 海 外“代 派 处”日 本 东 京，第１４号 又 扩 大 为３６
地７８处。这 些“代 派 处”以 折 扣 价 购 进 杂 志，然 后 以

原 价 卖 出，通 过 赚 取 中 间 的 差 价 获 利。因 为 出 售 杂

志 量 与 所 获 利 润 量 直 接 挂 钩，各“代 派 处”推 销 杂 志

的 积 极 性 极 高。如 此 众 多 的“代 派 处”深 入 全 国 甚 至

海 外 各 大 城 市，不 但 增 加 了 其 销 售 量，在 经 济 上 为 杂

志 赢 得 了 丰 厚 利 润，也 有 力 地 提 高 了《月 月 小 说》的

知 名 度，扩 大 了 其 影 响 力。正 如《月 月 小 说 社 特 别 告

白》［２］中 所 说“承 各 代 派 处 极 力 推 广，几 有 印 刷 不 及

之 势。”

不 但 如 此，《月 月 小 说》在 创 刊 宣 传 广 告 中 就 花

大 量 笔 墨“招 登 广 告”，更 是 此 前 杂 志 广 告 中 闻 所 未

闻 的 创 举。小 说 杂 志 发 行 量 远 不 如 报 纸，自 然 不 如

报 纸 广 告 受 商 家 欢 迎，但 是《月 月 小 说》却 能 有 很 站

得 住 脚 的 理 由 说 服 他 们：“凡 有 关 于 商 业 者，登 此 广

告 极 有 利 益，盖 本 报 行 销 寰 宇，既 装 订 成 册，必 永 久

长 存。印 一 页 有 数 十 页 之 用，不 致 如 日 报，阅 后 则 废

也。”在 广 告 业 刚 刚 起 步 的 时 期，尚 无 现 代 广 告 理 论

可 以 依 傍，《月 月 小 说》已 能 如 此 准 确 地 表 达 杂 志 广

告 的 优 势，实 在 令 人 叹 服。在 具 体 刊 行 过 程 中，二 十

四 期《月 月 小 说》上 共 刊 登 商 业 广 告 七 十 余 则，其 中

有 广 益 书 局、中 国 图 书 公 司、会 文 学 社 等 十 四 家 书 局

的 图 书 广 告 以 及 自 社 会 各 界 的 商 业 广 告，这 些 广 告

不 但 是 杂 志 收 入 的 重 要 部 分，也 是 扩 大 杂 志 影 响 力

和 读 者 群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总 之，从 这 则 创 刊 宣 传 广 告 在 杂 志 创 刊 伊 始 对

读 者 群 体 的 开 拓，对 促 销 手 段 的 创 新，对 广 告 商 家 的

重 视，我 们 能 够 清 楚 地 看 到，《月 月 小 说》能 成 功 地

从 晚 清 小 说 报 刊 之 林 中 脱 颖 而 出 的 真 正 原 因 是 其 商

业 化 的 经 营 模 式。《月 月 小 说》创 刊 一 个 月 后 刊 载 于

《时 报》上 的 几 则 广 告 也 从 侧 面 证 明，这 一 经 营 模 式

是 成 功 的：《月 月 小 说》销 量 惊 人，第 二 期 就 开 始 脱

销 并 加 印，《时 报》刊 载 的 广 告 称，“本 报 第 二 号 因 装

订 不 及，只 敷 派 送 预 定 诸 公，是 以 来 局 购 买 者 无 以 应

付。用 是 不 分 昼 夜，极 力 赶 速。兹 已 装 成，即 日 分 派

出 售。”①第 二 期 的 情 况 并 非 偶 然，以 后 各 期 也 屡 屡

刊 出 再 版 广 告②。加 之 不 断 的 改 良 和 新 创，以 及 赠

阅、打 折 等 促 销 手 段，其 发 展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一 片 蓬 勃

景 象。

《月 月 小 说》之 所 以 能 很 快 在 晚 清 报 刊 界 打 开 局

面，主 要 原 因 是 其 对 读 者 的 重 视。在 商 业 运 作 中 书

局 只 有 重 视 读 者，方 能 获 得 订 户，获 得 赢 利，在 竞 争

中 生 存 下 去。而 此 前《瀛 寰 琐 纪》、《海 上 奇 书》以 及

《新 小 说》、《绣 像 小 说》在 刊 行 过 程 中，都 未 能 如《月

月 小 说》这 样 重 视 读 者，从 一 开 始 就 尽 可 能 地 扩 大 订

户 和 增 加 销 量，把 杂 志 作 为 商 品 来 生 产，以 赚 取 利 润

为 其 最 终 目 的。究 其 原 因，大 约 是 因 为 和 《新 小

说》、《绣 像 小 说》的 支 持 书 局 相 比，《月 月 小 说》的 先

后 两 个 后 台 老 板———乐 群 书 局 与 群 学 社 资 本 都 远 不

如《新 小 说》、《绣 像 小 说》雄 厚，不 得 不 想 尽 办 法，依

靠 各 种 促 销 手 段，来 保 证 杂 志 的 收 益。另 一 个 重 要

的 因 素，要 追 溯 到《月 月 小 说》最 初 的 创 办 者 汪 惟

甫。汪 惟 甫 是 乐 群 书 局 经 理，从 乐 群 书 局 在 《时

报》、《中 外 日 报》上 所 作 的 大 量 图 书 广 告 中 可 知，其

出 版 和 代 售 图 书 之 读 者 定 位 为 普 通 市 民。他 投 资 出

版 发 行《月 月 小 说》，可 能 出 于 梁 氏“小 说 救 国 论”的

影 响，但 作 为 生 意 人，他 更 深 谙 盈 利 之 道，懂 得 靠 通

俗、趣 味 等 争 取 读 者、扩 大 销 量 的 经 营 之 道。这 一 点

和 梁 启 超 创 办《新 小 说》的 目 的 大 相 径 庭，也 和 商 务

印 书 馆《绣 像 小 说》读 者 定 位 差 别 很 大。《月 月 小

说》后 来 虽 易 手 群 学 社，但 其 以 读 者 为 中 心 的 经 营 宗

旨 却 未 曾 改 变。

二、及 时、周 详 的 广 告 宣 传

《月 月 小 说》以 读 者 为 本 位 的 宗 旨 不 但 体 现 在 其

创 刊 之 初 的 宣 传 广 告 中，也 体 现 在 其 刊 行 过 程 中 的

各 种 宣 传 广 告 中。阅 读《月 月 小 说》的 广 告 时，很 多

时 候 觉 得 不 是 在 阅 读 小 说 广 告，而 是 在 阅 读《月 月 小

说》的 出 版 史。因 为 在《月 月 小 说》短 短 三 年 的 出 版

史 上，关 于 它 方 方 面 面 的 情 况，都 可 以 通 过 其 广 告

得 知。

１．具体的目录及内容介绍
《月 月 小 说》对 其 杂 志 的 出 版 信 息 以 及 目 录 等 内

容 的 即 时 通 告 在 晚 清 的《时 报》、《中 外 日 报》、《神 州

日 报》上 随 处 可 见。从 其 创 刊 第 一 天 就 坚 持 这 一 风

格。前 文 提 到 的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初 九（１９０６年

１０月２６日）《中 外 日 报》刊 载 的《上 海 月 月 小 说 社 广

告》中，除 创 刊 宗 旨，还 特 别 将 其 第 一 年 第 一 号 的 详

细 目 录 附 在 后 面。作 为《月 月 小 说》面 世 之 后 的 第 一

则 正 式 的 宣 传 广 告，这 则 广 告 颇 为 醒 目，因 为 它 占 据

了 当 天《中 外 日 报》的 一 个 整 版，如 图１所 示。

７８第６期 刘颖慧　晚清小说期刊的广告叙述

①
②

见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４日）《时报》刊载“《月月小说》第二号今日发行”广告。
见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１９０７年３月２日）《时报》刊载“中国惟一之小说报《月月小说》第一号三版、第二号再版、第三号再版、第四号
初版发行”广告。



图１　《中外日报》刊载的《上海月月小说社广告》（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九）

　　在 当 时 除 商 务 印 书 馆 等 大 型 书 局 之 外，尚 没 有

哪 家 杂 志 做 过 这 样 的 整 版 广 告。而 且 不 单 单 是 篇 幅

巨 大，这 则 广 告 的 内 容 也 足 以 震 撼 人 心。在 上 图 中，

我 们 看 到，《月 月 小 说》几 乎 是 把 其 首 期 杂 志 的 目 录

页 整 版 移 到 了《中 外 日 报》上，我 们 通 过 这 个 广 告，

不 但 能 看 到《月 月 小 说》刊 登 小 说 的 类 别、名 称，以

及 具 体 的 章 节、回 目，还 能 看 到 其 栏 目 设 置。这 样 具

体 的 广 告，无 疑 比 以 前《瀛 寰 琐 纪》那 样 简 单 刊 登 其

所 登 载 的 小 说 的 名 称 更 吸 引 读 者。这 种 广 告 方 式 后

来 成 为《月 月 小 说》的 独 有 风 格，在 以 后 的 发 行 过 程

中，它 频 频 在《中 外 日 报》和《时 报》上，占 用 整 版 的

篇 幅，将 自 己 杂 志 的 各 期 内 容 详 细 介 绍 给 读 者。不

仅 如 此，还 定 期 归 纳 出 一 段 时 期 刊 登 的 所 有 小 说 的

详 细 总 目，在《中 外 日 报》和《时 报》上 刊 出。例 如 在

光 绪 三 十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２６日）

《时 报》刊 载“中 国 惟 一 之《月 月 小 说》集 志 第 一 至 十

号 目 录”；光 绪 三 十 三 年（１９０７）正 月 二 十 三、二 月 十

四 日、二 十 七 日 连 续 在《中 外 日 报》刊 载“中 国 唯 一

之 小 说 报《月 月 小 说》第 壹、贰、叁、肆、伍 号 之 内 容”

广 告，按 小 说 分 类 列 该 五 期 作 品 之 目 录，占《中 外 日

报》整 整 一 版；宣 统 元 年 二 月 二 十 日（１９０９年３月

１１日）分 别 在《时 报》和《神 州 日 报》上 刊 载“《月 月 小

说》第 二 全 年 总 目 广 告”。这 样 详 细 而 且 具 体 的 内 容

介 绍，无 疑 更 有 助 于 读 者 了 解《月 月 小 说》。

２．及时的出版预告

和《绣 像 小 说》、《东 方 杂 志》等 简 单 通 告 某 期

杂 志 已 经 出 版 的 出 版 预 告 相 比 较，《月 月 小 说》的

出 版 预 告 显 得 格 外 复 杂，它 除 通 告 杂 志 已 经 出 版

的 消 息 之 外，还 不 厌 其 烦 地 告 诉 读 者 订 阅 价 格、预

定 赠 送 的 赠 品，以 及 邮 购 的 方 式，购 买 的 书 坊，以

及 杂 志 社 的 地 址 等，目 的 是 方 便 读 者 购 买。光 绪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五 日（１　９　０　６年１　１月１日）《时 报》

刊 载“《月 月 小 说》第 一 期 今 日 出 现”广 告，又 刊 载

“《月 月 小 说》现 已 出 版”广 告，列“第 一 号 要 目”，

末 云：“每 月 一 回，望 日 发 行。上 海 新 马 路 毓 麟 里

四 百 四 十 二 号 月 月 小 说 社 谨 启。”同 日，在《中 外

日 报》也 刊 载 了 名 为“《月 月 小 说》第 一 期 现 已 出

版”的 广 告：

定阅全年十二册洋四元五角，预定者附赠

临时增刊一册，半年六册二元四角，零售每本四

角五分。外埠邮资照加。总发行所：上海棋盘

街乐群书局。代派处及贩卖所，本外埠各大书

坊均有。上海新马路毓麟里四百四十二号月月

小说社编译所告白。

这 样 的 广 告，在 每 个 月 杂 志 出 版 前 后，连 续 多

日，出 现 在《时 报》和《中 外 日 报》上，从 第 七 期 开 始，

在 新 创 的《神 州 日 报》上 也 同 时 刊 登。《月 月 小 说》

各 期 的 出 版 预 告 不 但 期 期 在 各 大 报 刊 刊 载，而 且 不

断 完 善。比 如 第 一 期 的 出 版 预 告 只 提 到 各 大 书 坊 有

售，对 于 代 派，也 只 是 说 另 有 章 程，到 光 绪 三 十 三 年

正 月 十 六（１９０７年２月２８日）《中 外 日 报》刊 载 的

《月 月 小 说》征 订 广 告 中，就 多 了 外 国 订 阅，还 有 给

“代 派 处”的 回 扣。

１９０７年 新 创 的《神 州 日 报》后 来 居 上，成 为 继

《中 外 日 报》之 后 又 一 家 集 中 刊 登 出 版 界 行 业 广 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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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刊①。《月 月 小 说》根 据 这 一 变 化，迅 速 转 变 宣 传

策 略，转 而 在《神 州 日 报》刊 载 每 一 期 的 详 细 目 录。

并 且 在 别 的 报 刊 的 广 告 栏 目 中 对 此 进 行 宣 传。例

如，光 绪 三 十 三 年（１９０７年）九 月 初 九、十 三 日《中 外

日 报》刊 载“《月 月 小 说》第 九 期 出 现，详 细 目 录 请 观

《神 州 日 报》”的 广 告。以 后 每 一 期 的《月 月 小 说》都

在《中 外 日 报》刊 出 同 样 的 广 告。同 时，为 了 使 读 者

不 至 于 忽 略 刊 登 在《神 州 日 报》中 的 每 一 期《月 月 小

说》详 目，《月 月 小 说》还 特 意 在《神 州 日 报》头 版 刊

登 简 短 广 告，告 知 读 者《月 月 小 说》某 期“详 细 目 录

见 第 二 版”云 云。如 此 周 到 详 尽 的 宣 传，读 者 想 要 视

而 不 见 都 不 容 易。

３．详尽的信息通报

除 杂 志 内 容 以 及 出 版 预 告，在 晚 清 各 大 报 刊 上，

我 们 还 能 看 到 关 于《月 月 小 说》的 其 他 信 息。小 至 杂

志 的 脱 销、加 印、再 版，增 刊、延 误 信 息，杂 志 一 点 一

滴 的 改 良 情 况，大 大 小 小 的 促 销 活 动，以 及 防 止 盗 版

的 新 举 措，再 到 杂 志 新 请 了 某 位 主 笔，新 增 了 某 部、

某 类 小 说；大 至 杂 志 易 主，社 址 迁 移，发 生 火 灾 等 等

信 息，《月 月 小 说》都 事 无 巨 细，一 一 通 过 广 告 的 形

式，通 报 给 读 者。在 短 短 三 年 时 间 里。“《月 月 小

说》紧 急 告 白”的 标 题 常 常 在 各 大 报 刊 的 版 头 出 现，

虽 然 广 告 的 事 件 未 必 真 的 紧 急，往 往 只 是 某 期 刊 物

已 经 再 版，但 是《月 月 小 说》无 疑 是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树 立 了 自 己 在 读 者 心 目 中 亲 切 的 形 象，建 立 了 一 个

和 读 者 沟 通、互 动 的 良 好 平 台。翻 开 报 纸，阅 读 这 些

饶 有 趣 味 的 广 告，似 乎 能 感 受 到《月 月 小 说》竭 诚 为

读 者 服 务 的 热 情。例 如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４日）《时 报》上 刊 载 的 一 则“《月 月 小

说》第 二 号 今 日 发 行”广 告：

启者：本报第二号因装订不及，只敷派送预

定诸公，是以来局购买者无以应付。用是不分

昼夜，极力赶速。兹已装成，即日分派出售。赐

顾者请即就近向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购取可

也。此布。月月小说社白。

再 如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１９０７年１
月１５日）《中 外 日 报》的 这 则 小 广 告（图２）：

《月月小说》第三号出版发行，《月月小说》

第二号再版印刷中，《月月小说》第一号再版出

来。总发行所：上海乐群书局。上海月月小说

社。定阅全年四元五角，半年二元四角，每册四

角五分。外埠每册五角，月出一册。

如 果 前 面 这 类 广 告 内 容 都 还 寻 常 的 话，下 面 这

则 广 告 则 有 些 戏 剧 性 了。即 使 百 年 之 后 的 今 天，读

来 仍 有 些 惊 心 动 魄 的 感 觉。这 是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四 月

初 七 日（１９０８年５月６日）同 时 在《时 报》和《神 州 日

报》上 刊 出 的“注 意 ！《月 月 小 说》第 三 期（原 十 五

号）再 版 广 告”：

图２　《中外日报》刊载的《月月小说》出版广告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期出版，已登初五日《神州日报》封面。

是夜老靶子路来安里陈洽记订作邻家失慎，未

完装订之报，均付一炬。故外埠代派处均不敷

分寄。现赶紧再版，刻期印竣，即当付邮。特此

奉告。

这 则 广 告 讲 了 第１５期《月 月 小 说》延 期 的 原 因，

是 因 为 临 宅 失 火，烧 毁 了 已 经 印 好 的 杂 志。事 情 本

来 平 常，但 是 广 告 中 绝 口 不 提 火 灾 损 失，只 是 强 调 火

灾 后 书 局 立 刻 安 排 再 版，会 让 读 者 早 日 看 到 杂 志，广

告 字 里 行 间 体 现 出 来 的 读 者 至 上 的 意 识，颇 令 人

感 动。

如 此 大 大 小 小 事 无 巨 细 皆 娓 娓 到 来 的 广 告，在

《月 月 小 说》刊 行 期 间 发 布 的 广 告 中，占 据 了 大 约 一

半 的 内 容。这 些 广 告，一 方 面 体 现 了《月 月 小 说》以

读 者 为 中 心，多 角 度、全 方 位 地 宣 传 杂 志 本 身 的 广 告

意 识，体 现 了 晚 清 后 期 小 说 杂 志 广 告 宣 传 技 巧 的 成

熟；《月 月 小 说》不 断 加 印、再 版 的 良 好 销 售 业 绩，也

从 另 一 个 方 面 印 证 了 这 种 多 角 度、多 层 面 的 广 告 宣

传，比 之 早 期 一 本 正 经，面 目 严 肃 的 宣 传 广 告，效 果

的 确 是 好 了 很 多。无 庸 置 疑，《月 月 小 说》的 广 告 宣

９８第６期 刘颖慧　晚清小说期刊的广告叙述

①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１９０７年８月２４日）《神州日报》刊载“海内外阅图书广告诸君鉴”宣布“敝业所有一切广告于《神州日报》均有登
载，诸君阅《神州日报》特加注意”。



传 不 但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销 售 业 绩，而 且 树 立 了《月 月 小

说》在 各 地 读 者 心 目 中 的 重 要 地 位，而 且 为 近 代 小 说

读 者 群 的 扩 大，更 为 小 说 作 品 的 广 泛 传 播 立 下 了 汗

马 功 劳，同 时，也 为 我 们 今 天 的 晚 清 小 说 研 究 提 供 了

大 量 珍 贵 的 资 料。

三、杂 志 停 刊、易 主、改 良、创 新 中 对

读 者 定 位 的 不 断 调 整

　　从 通 俗 到 雅 致，再 到 雅 俗 共 赏 是《月 月 小 说》刊

行 期 间 对 杂 志 风 格 不 断 调 整 的 主 要 方 向。

在《月 月 小 说》的 宣 传 广 告 中，很 大 一 部 分 内 容

是 关 于 杂 志 改 良 创 新 的。比 如 在 第 一 期 出 版 半 个 月

之 后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４
日）《时 报》刊 载 的“阅《月 月 小 说》者 鉴”广 告，称“凡

购 有《月 月 小 说》第 一 号 而 书 后 面 之 数 页 内 无‘乐 群

书 局 发 行’之 一 红 印 者，请 至 本 局 掉 换”，这 则 广 告

的 目 的 是 抵 制 盗 版。广 告 内 容 说 明，在 首 期 杂 志 出

版 半 个 月 内，《月 月 小 说》发 现 了 盗 版 现 象，并 及 时

采 取 在 杂 志 中 加 盖 红 印 的 措 施，以 维 护 书 局 和 读 者

的 利 益。

再 如 图３中 这 则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 外 日 报》刊 出 的“《月 月 小

说》第 三 期 出 版 紧 要 广 告”：

本社第一期小说匆匆出版，自视殊未合意，

乃荷蒙海内欢迎，徒增惭恧，兹自第三期起大加

改良，抉择务极精严，趣味务取浓厚，除本社自

撰自译外，所有收受各稿，其精美者，自无庸点

金成铁，其稍欠雅训者，均经本社总撰述细加删

润，然后付印，又以鸿文巨制分月刊出，使读者

延颈跂足尤不能得读全文，必易生厌，定于每期

刊入短篇小说数种，一期刊竣以佐阅者兴味，海

内君子倘有佳稿送交本社，阅定合格，酬润从

优，第四期起兼选词章及杂歌谣两门，诸大词坛

以佳作见示，自当选录，惟刊与不刊原稿恕不检

还。再者本期因为印刷四千份，未免多费时刻，

今准十七日早发行，此后当格外赶早以符阅者

之盛意。本社白。

这 则 紧 要 告 白，其 实 是 针 对 以 前 两 期 的 出 版 后

读 者 反 应 的 问 题，及 时 推 出 的 改 良 措 施。首 先 是 增

加 短 篇 小 说 刊 载 量，以 照 顾 读 者 无 法 读 全 长 篇 而 生

的 厌 倦 情 绪。另 外，这 则 广 告 也 告 诉 读 者，杂 志 对 读

者 定 位 作 了 一 定 的 调 整。因 为 杂 志 强 调 通 俗 虽 然 吸

引 大 批 文 化 程 度 不 高 的 读 者，但 是 却 不 容 易 吸 引 文

人 雅 士。吴 趼 人 做 主 编 之 后，为 了 吸 引 这 一 读 者 群，

增 设 词 章、杂 歌 两 个 新 栏 目，对 前 期 办 刊 一 味 强 调 通

俗，丢 失 旧 式 文 人 市 场 的 办 刊 方 向 进 行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矫 正。

图３　《中外日报》刊载的《月月小说》紧急告白

这 样 的 改 良 信 息 在《月 月 小 说》广 告 之 中 很 常

见，比 如 第 五 期 第５号 称“逐 号 改 良，以 期 进 于 优 美

之 地 位，以 符 读 者 诸 公 之 雅 意”［３］，后 期 杂 志 在 延 续

《词 章》栏 目 的 同 时，又 增 加 痴 情、言 情、侦 探 言 情 等

小 说 类 型，以 图 文 并 貌 的 方 式 介 绍 新 事 件，关 注 时 事

新 闻，还 开 展 诗 词 征 题 和 联 诗 等 活 动。这 些 举 措 的

目 的 是 兼 顾 普 通 读 者 与 文 人 读 者，体 现 了 亦 雅 亦 俗

的 文 化 品 位。

《月 月 小 说》对 自 己 杂 志 改 良、创 新 情 况 的 宣 传

方 式 很 灵 活，常 常 是 在 杂 志 出 版、再 版 预 告，或 者 小

说 目 录 之 类 的 广 告 后 面，附 上 书 局 的 最 新 信 息。即

使 在 杂 志 易 主，编 撰 人 员 更 迭 的 时 期，这 一 风 格 也 仍

然 延 续 了 下 来。光 绪 三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１９０７
年８月２９日）《神 州 日 报》刊 载“群 学 社 接 办 月 月 小

说 社 并 迁 移 广 告”①：

前乐群书局创办《月月小说》报，业已出版

至第八期，其中材料丰富，趣味穠郁，久为爱读

诸君所奖许。现乐群书局业将该报版权以及生

财等尽行盘于本社接办。故自第九期报起，概

０９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１５卷

① 这则广告同时见稍后的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三日的《中外日报》上。



由群学社续出发行，归许君伏民、沈君继先主持
其事，大加改良，益臻完备。所有第八期以后迟
出版各报册，当赶于中秋前后陆续补齐，以副读
者厚望。订阅诸君应补各报，当按期寄奉，其应

缴报资，亦请从速改寄敝社。前办月月小说社
另由他人交涉欠项等，仍归该局自理。倘蒙海
内诸公投函敝社者，请赐寄上海棋盘街平和里

四百六十三号门牌月月小说社为祷。

这 则 广 告 详 细 交 代 了 群 学 社 就《月 月 小 说》与 乐

群 书 局 交 接 的 各 项 事 宜，语 言 平 实，态 度 诚 恳，不 但

是 对 杂 志 的 良 好 宣 传，同 时 也 是 我 们 今 人 研 究《月 月

小 说》易 主 情 况 的 珍 贵 资 料。杂 志 易 主 之 后，紧 接 着

是 更 换 主 笔。光 绪 三 十 三 年 九 月 初 九、十 三 日

（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９日）《中 外 日 报》“《月 月 小

说》第 九 期 出 现”广 告 后 又 有“附 告”云：

本社总撰译吴君趼人、周君桂笙著述各稿，

久为阅者所欢迎。今更聘订现今小说界上文名

鼎鼎之燕许大手笔冷血、天笑二君劻勷笔政，想
海内有爱读小说者、爱阅杂志者，无不以先睹为
快也。因此期急就发行，不及备载，本社引以为

歉。刻即接续第十期，念日出版。除四君撰译
之外，仍附名笔新构小说，增广门类，踵事增华，

无美不备，洵二十世纪小说界上之一大观耳。

这 则 广 告 是 对《月 月 小 说》新 近 聘 请 的 两 位 新 的

撰 稿 人 陈 景 韩 和 包 天 笑 的 介 绍。同 时 也 借 此 告 诉 读

者，由 四 位 主 笔 共 同 撰 译 的 第 十 期 杂 志 将 在“念 日 出

版”。这 样 向 读 者 透 漏 内 部 消 息 的 广 告，很 受 当 时 读

者 的 欢 迎。聘 请 当 时 著 名 的 报 人 小 说 家 加 盟，进 一

步 增 加 杂 志 的 吸 引 力，是《月 月 小 说》调 整 小 说 风

格，增 加 竞 争 力 的 重 要 举 措。新 主 笔 的 出 现，一 改 原

本 吴 趼 人 作 主 笔 时 较 为 严 肃 的 小 说 风 格。连 载 小 说

栏 目 也 撤 下 吴 趼 人 的 历 史 小 说，改 刊 包 天 笑 的 言 情

小 说。这 一 举 措 无 疑 让 杂 志 更 具 有 吸 引 力。除 更 换

主 撰 人 员，《月 月 小 说》易 主 后 还 刊 登 了 大 量 诗 课 及

诗 钟 广 告，开 展 有 奖 征 题 诗 词 活 动，争 取 旧 式 文 人 读

者。原 本 停 刊 数 月 之 久 的《月 月 小 说》在 停 刊、易 主

之 后，经 过 改 良，不 但 没 有 丢 失 原 有 的 市 场，反 而 订

数 大 增。甚 至 连 北 京 萃 英 山 房 这 样 专 营 古 籍 的 书 店

也 作 为 其“代 派 处”出 现 在 广 告 中。《月 月 小 说》停

刊 前 曾 在３６个 城 市 中 设 立４５个“代 派 处”，这 一 数

量 在 复 刊 之 后 数 量 急 剧 增 加，出 版 至 第１２号 时，扩

大 到４１个 城 市 的７２个“代 派 处”，在１４号 的 广 告

里，又 增 加 了 五 处。

综 上 所 述，虽 然 刊 载 于 各 大 报 刊 的 众 多《月 月 小

说》广 告，每 一 次 向 读 者 传 递 的 改 良 信 息 可 能 很 微

小。但 是 日 积 月 累，传 递 给 读 者 的 信 息 量 却 很 可 观。

而 这 种 不 断 改 良、积 极 创 新 的 态 度，尤 其 是 保 持 杂 志

的 透 明 度，让 读 者 通 过 广 告 充 分 了 解《月 月 小 说》各

方 面 的 情 况，使 杂 志 和 读 者 的 关 系 更 为 密 切。即 使

从 今 天 的 广 告 理 论 来 看，这 也 不 失 为 一 种 巧 妙 的 宣

传 方 式。正 是 这 种 不 断 改 良 以 调 整 读 者 定 位 的 经 营

方 式，使《月 月 小 说》越 来 越 适 应 市 场 与 读 者 的 需

要，成 为 一 份“风 行 遍 四 方，普 及 妇 人 与 孺 子”［４］的 近

代 小 说 杂 志。从 另 一 方 面 讲，大 量 的 改 良 信 息，也 使

我 们 得 以 充 分 地 了 解《月 月 小 说》以 及 当 时 的 小 说 杂

志 在 晚 清 逐 步 发 展、完 善 的 过 程。

令 人 遗 憾 的 是，《月 月 小 说》虽 然 经 营 有 方，也 颇

受 读 者 好 评，但 是 由 于 种 种 原 因，杂 志 办 至 二 十 四 期

就 停 刊 了。虽 然《月 月 小 说》在 晚 清 小 说 期 刊 史 上，

自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九 月 至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十 二 月，仅 仅

存 在 了 短 短 的 两 年 又 两 个 月，但 是 留 存 下 来 的２４期

小 说 杂 志，以 及 刊 载 于 晚 清《时 报》、《中 外 日 报》、
《神 州 日 报》等 报 刊 上 的 大 量 广 告 史 料，为 今 人 考 察

晚 清 小 说 杂 志 刊 行 中 以 读 者 为 中 心，自 觉 遵 循 商 品

市 场 的 规 律 的 商 业 化 经 营 模 式 提 供 了 有 力 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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