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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靑年》开辟《随感录》专栏 

随感录是杂文之一种文体。1918年4 
月第4卷第4期的《新青年》开辟了 

《随感录》专栏，发表了为数众多、 

影响深远的随感录，对新文化运动的 

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杂文的建设 

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随感录作为一 

种散文文体，是“古已有之”，“外已有 

之”的。《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也有中 

外这类文体短小精悍，无拘无束，恣 

意而谈，富于文艺色彩的共同特点， 

但又有其独特的时代风格。这些随感 

录，有着科学、民主的现代思想，表 

现为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 

敏锐感应和大胆抗争，髙扬着大破大 

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文字犀利泼辣， 

摇曳多姿，深为读者喜爱。自《新青 

年》提倡随感录后，《每周评论》,《民国 

日报》畐“刊《觉悟》，以及《新生活》 

等报刊，群起仿效，纷纷开辟《随感 

录》专栏，可谓盛极一时，风靡整个 

文坛。在各报刊的“随感录”专栏上 

发表杂文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鲁 

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邵力 

子、叶楚他、陈望道等人。随感录成 

为“五四”时期杂文中最主要的，也 

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文体。

（姚春树撰写）

《晨报》第七版开辟“浪漫谈”专栏

北京《晨报》前身是《晨钟报》， 

1916年8月15日创刊。1918年12月改 

组为《晨报》。1919年2月，该报改组 

了它的第七版，吸收李大钊参加工 

作，倾向于新文化运动。1921年10月 

12日《晨报》第七版开始改成四开四 

版的单张报纸独立发行，这便是“五 

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的《農 

报副镌》。《晨报》第七版和稍后的《晨 

报副镌》均属综合性副刊，至1924年 

10月24日均由孙伏园主编。其后徐志 

摩主编过一段时间。这个综合性副刊 

设有“马克思研究”、“世界新潮”、“自 

由论坛”等文化思想专栏和“旅俄通 

讯”、“新文艺”、“游记”等文学专栏。 

自1920年5月25日起在《晨报》第七 

版上始辟“杂感•浪漫谈”专栏，改 

为《晨报副镌》后仍保留这一栏目。 

专栏上陆续发表了品今、志希（罗家 

伦）、易家钺、冰心、仲密（周作人）、 

鲁迅、孙伏园、川岛、郭沫若、郁达 

夫等人早期的散文小品，促进了散文 

写作热潮的兴起。周作人在专栏上发 

表了第一篇散文理论文章：《美文》 

（1921年6月8日），正式倡导叙事抒 

情的“美文”，号召新文学家来开辟美 

文这块新的土地。他还评论说,“《晨 

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 

相近”于美文，但是后来“落了窠 

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 

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因而 

“希望大家卷土重来”。后来他还追忆 

说:“《浪漫谈》里较好的一篇我记得是 

讲北京的街道的，作者是罗志希，此 

外的却都记不得了。《晨报》第七版不 

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 

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 

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比月刊 

周刊便利得多，写文章的人自然也多 

起来了”（紅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 

集〉导言》）•这个回顾符合史实，说明

“浪漫谈”专栏在现代中国散文小品 

的发展史上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当 

时《时事新报•学灯》和稍后孙伏园 

主编的《京报副刊》都陆续设有“浪 

漫谈”、“杂感”等相应栏目。《展报》副 

刊在这方面起了领头作用。

（汪文顶撰写）

周作人《美文》的发表 它是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