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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毅漢――一位被遺忘的小説家

郭 浩 帆

清末民初是中國小説十分繁盛的時期。作品、流派衆多，作家輩出。據樽本照雄

教授所編《新編増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及《清末民初小説年表》二書，1840 1919-

年間産生的中國小説約有11,000餘種，其中創作小説8,000餘種，翻譯小説約3,000種

；小説作者、譯者約有4,600餘人，除去一人使用多個筆名的情況，清末民初的小説

作者和翻譯者估計在3,000人以上――這在中國小説史上是從未有過的。近年來，隨

着中國近代文化熱的興起，近代小説的研究也逐漸走向規範和深入，但是不可否認，

其中的問題甚至研究空白還相當多，即以作家研究而言，我們目前經常提及的小説作

家甚至不到作家総數的５％，有許多當年相當活躍的小説創作和翻譯者至今還沒有被

納入研究範圍，而張毅漢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張毅漢在清末民初，具體地説是在1908 1921年間総共翻譯和創作了130多種小説，-

在作品數量上堪稱大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爲止，有關張毅漢的資料非常少

見，對於他的研究基本上還處於空白階段。不僅大部分權威性辭典和專業工具書（如

徐友春主編的《民國人物大辭典 、林煌天主編的《中國翻譯詞典 、陳玉堂編著的》 》

《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及《續編 、賈植芳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総書目》》

以及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編的《中國通俗小説総目提要》等）上看不到張毅漢的名字，

而且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小説史以及有關論著中提及張毅漢的也寥寥無幾，即使有，

也大多語焉不詳，甚至以訛傳訛。筆者年來對張毅漢的情況較爲關注，並陸續見到有

關他的部分資料，現將這些材料加以簡單綴拾、梳理，並對其中一些問題略作探討，

以供學界同仁參考和批評。

就筆者所見，有關張毅漢的記載主要見於包天笑、鄭逸梅諸人的回憶文字，而以

1鄭逸梅的記録較爲集中。鄭逸梅《清末民初文壇軼事》中有《張毅漢提倡語體文》*

清末小説 第26号 2003.12.1



60

一文，文中説：

民初的小説家，張毅漢也算得是一員大將。那時，他和包天笑常常合譯東西

洋小説，出版了好多種單行本。他單獨所寫的長篇説部，如《藏珠記 《劫海》、

鴛盟記》等，也受到社會的歡迎。此後天笑輯《小説大觀 、輯《星期 ，都有》 》

毅漢的作品。

毅漢，廣東新會人。他的署名，除毅漢外，經常以亦庵作爲筆名。前清末年，

他由粤東來到上海，就讀於工部局西人所設的華童公學，爲高材生，中英文考試，

都名列前茅。奈公學學費甚昂，他家境窘困，只得半途輟學。爲了維持生活，托

人在江南製造局謀到一個職位，被派到繪圖間學習繪圖，可是他覺得整天坐在繪

畫間裏，死氣沈沈，太沒有味，於是要求調到鐵工塲去，揮錘鍛煉，樂此不疲。

他力氣很大，工人都推他爲能手。局中頗多介紹西方政學哲理方面的書籍，他業

餘讀了，大有啓發。這時大家留著髮辮，他具有種族革命思想，毅然把髮辮剪去。

且聯絡機器間較進歩的工人，組織機器業工會，表面上是交流技術，暗地裏宣傳

民族主義，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統治爲職責。過了一年，武昌起義，這時他意氣奮

發，濳邀工友前赴武昌，投充學生軍。旋奉部隊命令，夜襲清軍營壘，奪取機關

槍，他奮不顧身，當塲撃斃守卒數名，繳獲槍械很多。辛亥革命後，他仍回上海，

在製造局做他的老本行。一方面加入保衛團，荷槍巡邏，維持革命秩序。

二次革命失敗，凡武裝團體，均被袁世凱勒令解散，他才改變行徑，從事寫

作。他結識了包天笑、周痩鵑等，以著述及翻譯爲生涯。一方面又掌教粤東中學，

爲郷梓培植人才。他教國文（即語文 ，竭力提倡語體文，他曾提出三個理由：）

“第一，有許多人讀了十年八年書，寫出來的東西，仍然不通，因爲他們所學艱

深的文言文，汪抛了心力，雖然也有能寫得聲調鏗鏘的文章，但那是百人中的三

四，其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白讀了。第二，看得懂語體文的人，無論如何総比看

得懂文言文的人多，文章寫出來，是給人看的，當然看得懂的越多越起作用。第

三，語體文接近國語，我國方言複雜，以致地方與地方之間發生隔膜，如果用了

語體文，可以幇助口頭語的逐漸統一 ”。

張毅漢雖生長於廣東，但能説普通話，又能操滬語及蘇白，且説得很流利自

然。他善攝影，能通過視覺藝術，掌握物體的紋理、質地等等，是很有講究的。

且能自沖自洗，放大縮小，得心應手。又擅音樂，能撰詞作曲，更彈得一手好鋼

琴，在廣座間獨奏，博得掌聲。還能畫油畫、水彩畫及國畫，眞是個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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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上海淪爲孤島，奴顔婢膝之流很多，他抱著決心，寧可過著極艱

苦的生活，也不向敵僞低頭。他教人彈鋼琴，藉博升斗。及勝利來臨，他認爲可

以有所作爲，豈知物價飛騰，米珠薪桂，加之他所賃居的屋子，被屋主仗勢逼遷，

弄得他無家可歸。不得已，便在新閘路某旅館辟一小室，勸遷妻孥，促地侷天，

饔飧難繼，在山窮水盡之際，乃全家赴港，但他勞瘁多年，已有痼疾，至一九五

〇年十一月，一病不起，年五十六歳。

在有關張毅漢生平介紹的材料中，以這篇文章最爲詳備。然而儘管作者聲稱當年與張

夠毅漢“頗多交往” ，但因其系個人回憶性文章，其中難免不 準確、翔實之處，而*2

且對張毅漢的小説翻譯和創作情況也渉獵較少。筆者擬以此文爲基礎，對有關張毅漢

的問題作一些辯證和補充。

一、張毅漢就是張其訒

據前引鄭逸梅文所言，張毅漢是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才改變行徑，結識

了包天笑、周痩鵑等人，以著述及翻譯爲生涯的。但事實上，張毅漢投身小説事業的

時間要遠早於這個時候。1908年11月，清末著名小説期刊《月月小説》第22號刊載了

一部“短篇小説《兩頭蛇 （一名《印度蛇 ，署名“張其訒 。對於這位“張其》 》） ”

訒 ，今人多不得其詳，如《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小説集七》收録《兩頭蛇》小説，”

就在作者“張其訒”下注明“作者生平不詳 。其實，這裏的張其訒就是後來的張毅”

漢，根據如下：

第一 《兩頭蛇》小説有“作者前記”曰： 余爲一最窮之小學生也。幼而失怙，， “

頼母撫育，教以讀書。近年複兼習西學。膳學之資，悉頼寡母著書供給。茲因暑假暇

晷，乃作此小説，以預備補下學期所費之不足。是書大旨，爲一印度友人所述，其中

曲折，間有爲小子所點綴，以増廣之。知雖對於社會無所裨益，聊資茶前酒後之談劇，

未爲不可。廣東新會十三齡童子張其訒自記 。據此可知，張其訒爲廣東新會人，幼”

而失怙，生活貧困，頼寡母著書供給學費，發表小説時年僅13歳，大約是《月月小

説》年齡最小的作者。

第二 《兩頭蛇》小説後又有署名“原”的“編者後記”曰： 長風扇暑，茂樹， “

連陰。余方啓北窗，手一編，消此永晝。閽者入告有童子請謁。出名刺爲張其訒，即

令延入。骨相端凝，語言純謹，一望而知爲曾受家庭教育者。詢之悉爲黄翠凝女史之

公子也。幼失父，頼女士十指供學費。得暑假間晷，自撰小説，求鬻於社，言預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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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之需。余嘉其志而憫其苦，出五星貽之，就原稿修潤刊於月報，並志其美以勖其

訒 。這段文字中，其訒“幼失父 ，頼其母“十指供學費”以及撰小説爲下學期預” ”

備學費等都與作者自述相同，値得注意的是張其訒“爲黄翠凝女史之公子也”這一句

話，即：張其訒的寡母名爲黄翠凝。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黄翠凝爲廣東番禺人，通英文、日文，能創作和翻譯小

説，並有作品在報刊上登載，先後發表的小説至少有下面５種：

（１ “奇情小説 《地獄村 ，載《小説林》第9 12期，署“[日]雨乃舍主人原） ” 》 -

譯，黄翠凝、陳信芳重譯 。”

（２ 《姉妹花 ，上海改良小説社1908年版，1909年再版，列入“説部叢書”） 》

（３ “偵探小説 《猴刺客 ，載《月月小説》第21號後“周年紀典大増刊 ，） ” 》 ”

署“番禺女士黄翠凝 ，該篇後收入上海羣學社1910年出版的《短篇小説十五種 ，” 》

列入“説部叢書 。”

（４ “言情小説 《牧羊少年 ，署“却而斯士著，黄翠凝譯 ，上海中國圖書） ” 》 ”

公司和記1915年版。

（５）短篇小説《離雛記 ，載《小説畫報》第7號。》

郭延禮師認爲，女性文學將是21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熱點。中國近代女性文學有

三個創作羣體，一是南社女性作家羣，二是20世紀初女性小説家羣，三是近代女翻譯

家羣。黄翠凝是第二和第三個作家羣中成績比較突出的一員 。現在的問題是，黄翠*3

凝與張毅漢到底有沒有關係？

第三，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録 “編輯雜誌之始”中有這樣的話： 還有幾位女》 “

作家，記得一位是張毅漢的母親黄女士，還有一位黄女士閨友，好像也是姓黄的，她

們都是廣東人，都能譯英文小説，或是孀居，或是未嫁。其時張毅漢（今更名爲亦

菴）年不過十二三歳，他母親的譯稿常由他送來” 。據此可知，張毅漢的母親姓黄，*4

廣東人，孀居，能翻譯英文小説，這與張其訒母親黄翠凝的情況已十分相似。當然僅

據此還不能確認她就是黄翠凝，而眞正能説明問題的是另一條資料。1917年７月，黄

翠凝在包天笑主編的《小説畫報》第７號上發表短篇小説《離雛記 ，包天笑所作》

“編者前記”曰： 黄翠凝女士者，余友毅漢之母夫人也。余之識夫人在十年前，苦“

志撫孤，以賣文自給。善作家庭小説，情文並茂。今自粤郵我《離雛記》一篇，不及

卒讀，涙浪浪下矣 。在這裏，包天笑不僅明確指出了黄翠凝是張毅漢的母親，而且”

“苦志撫孤，以賣文自給”之語也與前面所説張其訒的家庭情況完全一致。據此，我

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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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張其訒與張毅漢是同一個人 “張其訒”是他童年時的名字，後更名爲，

“毅漢 “亦菴 （或“亦庵 。不過“其訒”這個名字後來還偶爾用過，如：發表”、 ” ”）

-在包天笑主編《小説大觀》第８集上的“偵探小説 《賊習慣 ，署名“其訒 ；第11” 》 ”

14集上與包天笑合譯的“醫學小説 《紅燈談屑 ，署名“其訒、天笑譯 ；第14集上的” 》 ”

《吻縁 ，署名“其訒 ；第14 15集上的《美使駐徳筆記 ，署名“張其訒譯 。鄭逸梅説》 ” 》 ”-

“他的署名，除毅漢外，經常以亦庵作爲筆名 ，但筆者迄今未見到署名“亦庵”或”

者“張亦庵”的作品，這很奇怪，或許這些作品尚未被民初的文學目録著作所收録。

（２）張毅漢開始小説創作和翻譯不在“二次革命”後，而在清末的1908年，這

一年他只有13歳，處女作是據印度友人所講故事演述的《兩頭蛇 。張毅漢寫小説是》

由於家境貧寒的無奈之擧，但這也使他早早踏上小説創作和翻譯之路，並極有可能成

爲當時年齡最小的小説作家。

長期以來，學術界幾乎沒有關注過張毅漢。對於張毅漢與張其訒實爲一人的問題，

只有樽本照雄教授在《漢譯ドイル醫者物語――包天笑＋張毅漢，周痩鵑らの譯業》

一文中做過考證 《新編増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齊魯書社2002年版）也在“其訒”*5，

名下專門作了注釋： 張其訒は張毅漢 。本文試圖通過上面的辯證徹底解決這個問“ ”

題，並作爲對《新編増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的補充和説明。

二、張毅漢與包天笑的合作

提到張毅漢的小説創作和翻譯，包天笑是一個至爲關鍵的人物。包天笑是小説家

張毅漢的提攜者和合作者，對張毅漢的小説生涯發生過重要影響。張毅漢的絶大部分

小説發表在包天笑編輯的刊物上，本文“附録”部分所列出的132種小説中，有將近

一半的作品是與包天笑合作的，署的是兩個人的名字。然而，對於張毅漢與包天笑當

年合作的具體情況，目前已經不得其詳。而從僅見的材料看，人們的説法也並不完全

一致。

照理説，兩位當事人對此問題的記述當是最有説服力的，但出於張毅漢的有關文

字今天已不易見到，包天笑本人的記述主要有：

（１ 《我與鴛鴦蝴蝶派》一文中説： 毅漢是廣東人，少孤，但他的母親黄女） “

士諳西文，能譯小説，賣文撫孤，常托我介紹出版。毅漢後承母業，亦托我介紹，然

毎退稿，不得已予以潤色，並列我名，始獲售。我念其窮困苦學，所得悉歸彼，而毅

漢必欲以所得十分之三歸我，至今思之，猶不勝黄壚之痛也” 。在這裏，包天笑回*6

憶了當年幇助張毅漢的情況，這也是他們最早的“合作 。該文發表於1960年，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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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張毅漢去世已經10年，故言語之中流露出很深的哀痛之情。

（２ 《釧影樓回憶録 “編輯雜誌之始”中説： 還有幾位女作家，記得一位是） 》 “

張毅漢的母親黄女士，還有一位黄女士閨友，好像也是姓黄的，她們都是廣東人，都

能譯英文小説，或是孀居，或是未嫁。其時張毅漢（今更名爲亦菴）年不過十二三歳，

他母親的譯稿常由他送來。到後來我屡次辦雜誌，張毅漢中英文精進，幇助我的譯作，

實在很多 。據此，張毅漢後來經常“幇助我的譯作 ，這種方式大約與林紓翻譯的” ”

操作工序差不多。

（３ 《釧影樓回憶録 “編輯小説雜誌”中説 “出版《小説大觀 （1915年８） 》 ， 》

月――引者注）的時候，已經在辛亥革命以後了。也擧辦了三年，整整的出了十二巨

册，毎一册上，我自寫一個短篇，一種長篇，此外則求助於友人。如葉楚傖、姚鵷雛、

陳蝶仙（天虚我生 、范烟橋、周痩鵑、張毅漢諸君，都是我部下的大將……而且那）

時候，創作的小説漸漸増多，不似以前的專靠翻譯……惟周痩鵑及張毅漢兩君，都是

譯作 。在這裏，包天笑與張毅漢的合作不再是張毅漢的稿子由包天笑潤色後並列署”

名，而變成了一般意義上的編者與作者的關係，張毅漢成爲《小説大觀》的主要投稿

人之一。

《 ，鄭逸梅的記述： 張毅漢提倡語體文》説張毅漢“和包天笑常常合譯東西洋小説

出版了好多種單行本 ，提到了他們的合作，但只是泛泛而談：而在《瑣記包天笑》”

一文中則説得比較具體： 天笑所提攜的後進，還有一位張毅漢。毅漢家境困難，頗“

想賣稿爲生，奈其名不見經傳，寫稿沒人採用，天笑愛才成性，毅漢的作品，加上天

笑的名字，算是兩人合作。又有一單行本《血印槍聲記 ，兩人一同署名，毅漢也就》

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所有稿酬悉數歸給毅漢，毅漢對於天笑非常感戴 。這段話大”

約是根據包天笑《我與鴛鴦蝴蝶派》一文轉述過來的，主要講了三點内容：一，包天

” ，笑在張毅漢困難時期有意“提攜”了這位有才的“後進 ；二，方式是“毅漢的作品

加上天笑的名字，算是兩人合作 ；三，包天笑把所有稿酬悉數給了毅漢，毅漢對於”

天笑也非常感戴。

相比較而言，今人欒梅健的記述最爲詳盡。欒梅健所著《通俗文學之王――包天

笑》第七章“通俗盟主”中説：包天笑主編《小説時報》時，張毅漢“當時還只是一

個十二三歳的少年，但經常有翻譯的稿件送到《小説時報》來。包天笑見了不覺奇怪，

開頭詢問並不説出實情，到後來張毅漢才説出這些稿件都是他的母親和另一位女友譯

作的。他的母親姓黄，原爲廣東人，現孀居在上海，而另一女友也姓黄，兩人的英文

水平都不錯，只是中文表達有所欠缺。於是，包天笑加以潤色、修改，共同署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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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漢、天笑 ，在《小説時報》上發表出來。計有長篇《血印槍聲記 ，短篇《狗’ 》

之日記 《懺悔》等多種。後來，張毅漢年歳漸大，自己也喜愛創作，竟也成爲現》、

代通俗作家中的重要成員” 。很明顯，這段話是在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録》有關記*7

述的基礎上加以敷衍而成的。然而，詳盡則詳盡矣，問題却也由此而來：

第一，張毅漢往《小説時報》送稿件時 “包天笑見了不覺奇怪，開頭詢問並不，

説出實情，到後來張毅漢才説出這些稿件都是他的母親和另一位女友譯作的 ，黄翠”

凝與其女友“兩人的英文水平都不錯，只是中文表達有所欠缺”云云，都是揣測想像

之詞。

第二，黄翠凝“另一女友也姓黄”一句，系根據《釧影樓回憶録》中“還有一位

黄女士閨友，好像也是姓黄的，她們都是廣東人，都能譯英文小説”而來，但包天笑

只是説“好像”姓黄，欒梅健却坐實爲“也姓黄 ，其實不確。我們知道，包天笑於1”

906年自山東青州重回上海後，在爲《時報》做編輯和寫稿的同時，還接受曾樸的邀

請，到小説林去看稿子，並參與後來《小説林》雜誌的編輯工作。包天笑説他在編輯

《小説時報》的時候，黄翠凝的譯稿常由張毅漢送來，可是我們却發現 《小説時，

報》上沒有登載過黄翠凝一篇作品，這豈不令人奇怪？根據目前已掌握的資料，黄翠

凝的作品最早却是發表在《小説林》上的，這就是根據日譯本翻譯的“奇情小説”

《地獄村 ，載《小説林》第９ 12期，署“[日]雨乃舍主人原譯，黄翠凝、陳信芳重》 -

譯 《小説林》創辦於1907年３月，登載《地獄村》的第９期於1908年２月發行，”。

這正是張毅漢在《月月小説》上發表處女作《兩頭蛇》的一年，他當時正好13歳。黄

翠凝的《地獄村》從第９到第12期連載了４次還沒有登完，那麼譯稿至少要有４次送

到《小説林》來（實際上可能還要多，由於《小説林》主編徐念慈的突然病逝導致刊

物停辦，以後的稿子就無法再發出來了 。以當時的情況而言，黄翠凝的《地獄村》）

譯稿應該是由十二三歳的兒子張毅漢分幾次送給編輯包天笑，然後在《小説林》上登

出來的。而包天笑所説黄翠凝的那位閨友其實並不姓黄，而應該姓陳，就是與黄翠凝

一起翻譯《地獄村》的陳信芳。那麼，會不會如欒梅健所言，是黄翠凝及其閨友的稿

子用張毅漢和包天笑的名字在《小説時報》上發表呢？這種可能性極小。署名“毅

漢”的作品最早在《小説時報》上登出的是《血印槍聲記 ，載該刊第13 15期（1911.》 -

） ” ，10.6 1912.4.5 ，署“毅漢、天笑譯 。可以設想，如果是一個十二三歳孩子的作品-

包天笑替他潤色、修改，然後共同署名發表，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孩子母親黄翠凝

及其閨友的作品拿來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實在於理不合，何況包天笑既這樣做了，

爲什麼後來還要專門提黄女士和她的閨友，並説“他母親的譯稿常由他送來”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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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特別是，1911 1912年間的張毅漢不是“十二三歳 ，而是十六七歳，據鄭逸梅回- ”

憶，張毅漢力氣很大，是鐵工塲的做工能手。武昌起義時，他投充學生軍，夜襲清軍

營壘，奪取機關槍 “當塲撃斃守卒數名，繳獲槍械很多 ，這是十二三歳孩子幹的， ”

嗎？因此《釧影樓回憶録》中張毅漢替母親送稿件之事應該在1908年前後，不會在19

11年以後。至於欒梅健提到的另外兩篇小説《狗之日記》和《懺悔 ，它們都登載在》

《小説時報》第24期上，這時是1914年，張毅漢已經是一個20歳左右的青年了。所以，

1911 1912年在《小説時報》上發表的《血印槍聲記》不可能是黄翠凝及其閨友的作-

品，而應是張毅漢和包天笑第一次合作的成果。以上資訊結合起來，使我們有理由認

爲：包天笑最早結識張毅漢不在《小説時報 ，而是在《小説林 《釧影樓回憶録》》 》，

的説法屬於記憶誤差所致，文中所説的黄翠凝那位“大約也姓黄”的閨友實際上是陳

信芳。欒梅健沿襲並堅定了包天笑錯誤的説法。

包天笑生於1876年，大張毅漢20歳。關於他的外文水平，論者多謂“包天笑通日

文，在晩清就翻譯了許多小説，……協助他翻譯的常是張毅漢。和林琴南同樣是意譯，

竭力避免外國文字的特殊句法，以合中國人胃口；而人情風俗，也要中國化” ；*8

”，“包天笑於英文、法文，開始不懂，後來學習過一段時間，程度也不高，日語較好

但“水平並不高（特別是其翻譯初期 ” ； 包天笑是自學日文，只有短期訪日的經） “*9

歴。他的外文並不好，主要是採用林紓式的翻譯操作工序 “包天笑的譯風是與林”，

紓相同的” 。這大概是當時的實情。結合包天笑的英文水平和張毅漢的中文水平*10

來看，除了早期包天笑“提攜”張毅漢 “毅漢的作品，加上天笑的名字，算是兩人，

合作”外，張毅漢“幇助”包天笑的“譯作 ，極有可能是張毅漢的英文加上包天笑”

的中文。但不管怎樣，從1911年開始到1918年，張毅漢與包天笑合譯的小説不斷在報

刊上登出，數量將近60種，這在中國小説史上是極其罕見的。當然，如果再加探究還

可以發現，他們的合作似乎經歴了這樣三個階段：

（１）從1911年發表《血印槍聲記》到1915年，屬於天笑“提攜”毅漢 “毅漢，

的作品，加上天笑的名字，算是兩人合作”的階段。

（２）從1915年８月《小説大觀》創刊到1917年底，屬於“張毅漢的英文加包天

笑的中文”階段，張毅漢的獨立性逐漸顯露，並與葉楚傖、姚鵷雛、陳蝶仙（天虚我

生 、范烟橋、周痩鵑等人一起成爲包天笑“部下的大將 。） ”

（３）從1918年起，張毅漢不再與包天笑合作翻譯小説，他的作品幾乎全部獨立

署名。這説明他已基本脱離包天笑的影響，在小説界獲得了立足之地，因而與包天笑

也就成了一般意義上的朋友和作者與編者的關係。事實上，1918年是張毅漢獨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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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最多的一年。從1918年起，除包天笑編輯的《小説大觀》和《小説畫報》外，張

毅漢更多的作品刊登在商務印書館的《小説月報》上，並且地位日見重要。先是參加

《小説月報》擧辦的“小説倶樂部”徴文入選（ 不可思議 ，載《小説月報》第９《 》

巻第６號，1918年６月25日 ，然後是結合名家作品向讀者介紹小説的“意義、結）

構 （ 名家短篇小説範作 《化石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１號，1919年１月25”“ ” 》

日 “主意、人物 （ 小説範作 《怯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２號，1919年２）， ”“ ” 》

月25日）以及“設境 （ 小説範作 《魔潭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５號，1919”“ ” 》

年５月25日）等寫作知識，1920年更在“編輯餘談”欄目中發表了《短篇小説是什

麼》一文（ 小説月報》第11巻第９號，1920年９月25日 。我們知道，1920年是沈《 ）

雁冰開始主持“小説新潮”欄目 《小説月報 “半改革 （沈雁冰語――引者注）的， 》 ”

時候。當時在“編輯餘談”欄目上發表文章的只有沈雁冰、謝六逸等區區５個人，張

毅漢即是其中之一。可見在1918 1920年間，張毅漢已經成爲《小説月報》的重要作-

者。不過一直到這時，他仍然與包天笑保持了良好的關係，繼續在《小説大觀 、》

《小説畫報》上發表作品。1920年 《小説畫報》出版過４册名爲《短篇小説》的抽，

印本，其中收録包天笑小説20篇、葉楚傖１篇、周痩鵑９篇、姚鵷雛６篇、朱鴛雛２

篇、張毅漢12篇、劉半儂２篇、徐卓呆８篇、范烟橋１篇、畢倚虹１篇、張碧梧２篇，

張毅漢作品的數量僅次於包天笑，他在《小説畫報》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三、張毅漢與鴛鴦蝴蝶派的關係

如前所述，包天笑是小説家張毅漢的提攜者和合作者，對張毅漢的小説生涯發生

過重要影響，張毅漢的大部分作品又主要發表在包天笑主編的《小説時報 《小説》、

大觀 《小説畫報》等刊物上。包天笑被公認爲是鴛鴦蝴蝶派的主將、通俗文學盟》、

主，這幾種刊物也被認爲是鴛蝴派發表作品的重要陣地。據此，把張毅漢列入鴛鴦蝴

蝶派中應該不成問題，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包天笑外，張毅漢與鴛鴦蝴蝶派

的其他作家們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鴛蝴派的金牌刊物《禮拜六》前一百期上沒有刊登

過張毅漢的作品，徐枕亞的《小説叢報 、李定夷的《小説新報》上也沒有張毅漢的》

作品發表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是這樣 “五四”以後的情況同樣如此。1921*11。 ，

年３月19日《禮拜六》復刊時，版權頁上開列的“撰述者”名單有：天虚我生（陳蝶

仙 、王西神、王鈍根、朱鴛雛、朱痩菊、李涵秋、李常寛、陳小蝶、徐半梅、許指）

嚴、張碧梧、張舍我、張枕緑、程瞻廬、程小青、葉小鳳、劉麟生、劉鳳生、劉雲舫、

劉豁公、嚴獨鶴；繪畫者丁悚、張光宇、楊清磐、謝之光；海外通信記者王一之（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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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江小鶼（法國 、滕若渠（日本 、傅彦長（美國）共29人，其中沒有張毅漢。） ） ）

８月６日 《禮拜六》第121期封底又開列出《小説周刊＜禮拜六＞撰述者》名單，除，

朱鴛雛於該年６月去世，日本通信記者滕若渠缺席外，其餘諸人都名列在上，並且還

増加了主編周痩鵑，以及泣紅蕉、呂伯攸、呉靈圖、沈禹鍾、余空我、范君博、陳範

我、趙君豪等８人，総人數達到了38人 “可以説，當時稍會舞文弄墨的人都在《禮。

拜六》上留下了痕迹” ，但張毅漢也不在其中。*12

1922年７月和８月，鴛鴦蝴蝶派作家曾分別在上海和蘇州成立過自己的團體――

青社和星社，參加青社的有包天笑、王鈍根、周痩鵑、李涵秋、畢倚虹、何海鳴、胡

寄塵、王蘊章等20人，裏面沒有張毅漢。最初參加星社的有趙眠雲、鄭逸梅、顧明道、

范烟橋等９人，其中沒有張毅漢；1932年星社擧辦十周年紀念時，社員増加到34人；

1937年星社最後一次聚會時，社員増加到100人，張毅漢都不在其中 。1927年５月，*13

上海大東書局集中出版了嚴芙孫、何海鳴、張枕緑、張舍我、張碧梧、胡寄塵、趙苕

狂、袁寒雲、徐卓呆、周痩鵑、范烟橋、許指嚴諸人的《説集 ，當時鴛鴦蝴蝶派的》

主要作家幾乎被一網打盡，但其中也看不見張毅漢名字。魏紹昌所編《鴛鴦蝴蝶派研

究資料 （上巻）收録的史料中，范烟橋《民國舊派小説史略》介紹過張毅漢的短篇》

小説《金錢就是職業嗎 （載《星期》第二期 ，但後來嚴芙孫等人所撰《民國舊派》 ）

小説名家小史》列出了66位作家，其中沒有張毅漢； 附録 《鴛鴦蝴蝶派小説分類“ ”

書目》中也看不到張毅漢的影子。直到今天，鴛鴦蝴蝶派的研究者們同樣沒有把張毅

漢放在眼裏。例如，中國大陸1993年出版的《鴛鴦蝴蝶派言情小説集萃 “附録二”》

列出該派主要作家60名 ；袁進教授所編《鴛鴦蝴蝶派散文大系》附録了鴛鴦蝴蝶*14

派57名主要作家的《簡介 ，其中都沒有張毅漢 。》 *15

由此可見，侭管張毅漢與包天笑保持了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但却與當時以鴛

鴦蝴蝶―禮拜六派爲代表的通俗文學陣營沒有建立明確的聯繋，他不是鴛蝴派的成員。

其中具體情形如何，尚有待於進一歩研究。

四、張毅漢以後的創作生涯及其他情況

如前所述，從1918年開始，張毅漢的大部分作品發表在商務印書館的《小説月

報》上。在此後的兩年間，他逐漸成爲《小説月報》的重要作者，當時幾乎毎期刊物

上都有張毅漢的名字出現。但自1921年沈雁冰（茅盾）擔任主編起 《小説月報》上，

就再也沒有張毅漢的影子了。對於當時的情況，茅盾後來在《革新＜小説月報＞的前

後》一文 中介紹説，1920年底，商務印書館接受《小説月報》主編王蘊章（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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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的辭呈，決定由沈雁冰主持革新《小説月報 。沈雁冰提出要先瞭解刊物的存稿》

情況，然後再提辦法，結果“我和王蓴農一談，才知道他那裏已經買下而尚未刊出的

夠稿子足 一年之用，全是‘禮拜六派’的稿子。此外，已經買下的林譯小説也有數十

萬字之多。於是我向高夢旦（時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引者按）提出，一是現

存稿子（包括林譯）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號字（原來的《小説月報》全是四號

字 ，三是館方應當給我全權辦事，不能干渉我的編輯方針 ，商務印書館全部接受） ”

了這三條意見。於是，從1921年第12巻起 《小説月報》徹底改頭換面，文學研究會，

成員成爲刊物的核心力量，包括張毅漢在内的“舊面孔”一下子銷聲匿迹了。改革

《小説月報》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義自不待言，但就張毅漢個人而言，

《小説月報》全面改革之日，也就是他小説事業黄金時代結束之時。

1920年代以後，張毅漢的創作和翻譯情況究竟如何，由於資料所限，如今還無法

列出比較詳細的目録。筆者所知道的主要有：在張光宇、嚴諤聲編輯的《滑稽畫報》

（1919年10月創刊）發表過《審美》一文，疑爲美學方面的短文；在包天笑編輯的

《星期》周刊（1922.2 1923.3，共50期）上發表過《男女同學 《訃聞 《敵 、- 》、 》、 》

《金錢就是職業嗎 《簫 （該文曾收録在1924年５月大東書局出版的《説海精華》》、 》

中 《生兒的報償》等作品；在葉勁風、胡寄塵編輯的《小説世界》周刊（1923.1.5）、

1929.12，共18巻264期）上發表短篇《黄金偶像 ；在周痩鵑編輯的《良友》月刊- 》

（1926.2.25創刊）上發表《紅色的豆腐 ，並在1942年11月１日創刊的《大衆》月刊》

上發表過作品 。據此，則張毅漢的文學活動一直持續到40年代，但其高峰應在民*17

初（1914 1919 。我們知道 《小説世界》是在《小説月報》改革以後，商務印書館- ） ，

應鴛鴦蝴蝶派作家的要求創辦的 《小説月報》的老作者幾乎都在這裏發表過作品，，

但張毅漢只有一個短篇登出，可見此時他的主要心思和精力已不在小説上了。

關於張毅漢的其他情況，鄭逸梅《清末民初文壇軼事・張毅漢提倡語體文》一文

談得較爲詳細，並且基本可信。例如，關於在武昌起義時投充學生軍之事，張毅漢本

人就有過明確的記述 《小説畫報》第11期（1917年）上刊載“天笑、毅漢同述”的。

》 ，短篇《指環 ，由張毅漢講述他的戰友徐良弼殺清兵的事，其中就有“辛亥年的冬天

我在湖北充當學生軍 “那時我不過十六歳”等語。除主要經歴外，張毅漢其人有”，

兩點很値得注意：一是多才多藝 “雖生長於廣東，但能説普通話，又能操滬語及蘇，

白，且説得很流利自然 ；並且“善攝影 “又擅音樂，能撰詞作曲，更彈得一手好” ”，

鋼琴 ； 還能畫油畫、水彩畫及國畫 。關於這一點，王錦南所作《小説家別傳・張”“ ”

毅漢先生》一節文字也可以提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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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毅漢先生，君粤人而能呉儂軟語。好學不懈，爲小説家中最肯用功之一人。

精横行文字，擅圖畫，工八法，多才多藝，洵難得之材也。平時不輕言笑，惟儕

輩之以學問相切磋者，則罄其所知以陳，未嘗有所隱諱。體格極強健，遇不平事，

輒勇赴不少餒。某夕方散歩於黄埔灘，瞥見一碧眼兒拳撃一苦力，君操英語詰之，

16聲色具厲，彼夷卒辭窮逸去云。*

而好學不懈、體格強健以及爲人剛勇正直等等也與鄭逸梅的記述相合。二是張毅漢的

提倡語體文。據鄭逸梅所言，張毅漢提倡語體文在“掌教粤東中學”之時，也正是新

文化運動開始興起的時候。他所提出的三個理由中，第一、二兩條與時人的普遍認識

沒有什麼不同，而第三條説語體文可以消除由於方言複雜所導致的地方間隔膜，幇助

口頭語逐漸統一，則是極有見地的觀點。因爲在當時新文化大師們的眼中，提倡白話

反對文言的運動，實質上是爭取民主與科學、反對盲從與專制的運動，所以他們提倡

白話文主要是從思想解放角度着眼的，對於語言本身的關注，除錢玄同有過廢除漢文

的過激提法外，其他人則很少渉及。張毅漢能從消除方言統一口語的角度提倡語體文，

的確是很別致而深刻的見解。特別値得指出的是，張毅漢提倡語體文與包天笑主編

《小説畫報》的“全用白話體 （創刊號“例言 ）實有互通聲氣、殊途同歸之處，” ”

都是在通過具體行動切實實踐着白話文運動的理論。當陳獨秀、胡適們撰寫文言文大

力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包天笑、張毅漢的做法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有關張毅漢的情況大致如上。其中有些問題，如毅漢“掌教粤東中學”的具體情

況，20年代以後的文學活動，抗戰以及戰後的生活，後來與包天笑的關係如何等等，

由於資料缺乏，目前尚難以説得很清楚。不過，張毅漢一生的大致輪廓已基本可見，

這就是：

張毅漢（1895 1950 ，廣東新會人，幼年即失去父親，頼寡母黄翠凝撫育長大。- ）

先入上海工部局所辦華童公學求學，後在江南製造局謀生，十六歳參加武昌起義，民

初曾主持粤東中學，抗戰期間蟄居上海，靠教人彈鋼琴爲生，抗戰後因生活所迫遷居

香港，1950年11月在香港病逝。13歳開始發表小説，先後發表作品130餘種（前期多

與包天笑合作 ，絶大部分是翻譯小説。）

從數量上看，張毅漢當是清末民初的一位小説大家。可是，由於他沒有創辦、編

輯過刊物（這是當時文人擴大影響、提高知名度的主要手段 ，在文學界交遊不廣，）

再加上受包天笑的影響過大等因素，張毅漢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成了一個不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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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被遺忘的小説家，這是很遺憾的事。在近代文學研究日益展和深入的今天，對張

毅漢這樣的小説作家和翻譯家進行廣泛關注和深入探討已經變得越來越必要和可能，

我們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文章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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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

132種張毅漢著譯作品目録（1908-1921）

1908年 １

《兩頭蛇 （一名《印度蛇 ，短篇小説 ，載《月月小説》第22號(1908.11)，署“張其》 》 ）

訒 。後收入上海羣學社編《短篇小説十五種》(1910年)。”

1911年 １

》 ”。《血印槍聲記 ，載《小説時報》第13 15期(1911.10.6 1912.4.5)，署“毅漢、天笑譯- -

1914年 12

《薔薇花 （教育小説 ，載《中華教育界》第3巻第2期(総14號)(1914.2.15)，署“ 美）》 ） （

伯倫那梨星著，天笑、毅漢譯 。後收入胡寄塵編《小説名畫大觀 （文明書局、中華書局1916” 》

年版 。）

《心電站 ，載《小説月報》第5巻第1號(1914.4.25)，署“天笑、毅漢譯 。》 ”

《發明家 （科學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1年第7期(1914.7.1 ，署“毅漢、天笑 。》 ） ） ”

後收入《小説名畫大觀 。》

《留聲機 （教育小説 ，載《中華教育界》第3巻第7期，総第19號(1914.7.15)，署》 ）

“ 美）伯倫那梨星著，天笑、毅漢譯 。後收入《小説名畫大觀 。（ ” 》

《良醫 （滑稽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1年第9期(1914.9.1)，署“天笑、毅漢 。後》 ） ”

收入《小説名畫大觀 。》

《鬻詩女郎 ，載《小説時報》第23期(1914.9.1)，署“毅、笑 。》 ”

《斷雁哀弦記 ，載《小説月報》第5巻第7號 9號、第6巻第9 12號(1914.10.25 1915.1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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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完，署“天笑、毅漢譯 ，同時被收入商務印書館“説部叢書”第２集（1915.10.5 。” ）

》 ） ”。《大好頭顱 （滑稽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1年第11期(1914.11.1)，署“天笑、毅漢

《狗之日記 ，載《小説時報》第24期(1914.12.15)，署“天笑，毅漢 。》 ”

《懺悔 （騙術奇談 ，載《小説時報》第24期(1914.12.15)，署“毅、笑 。》 ） ”

《盗畫 （騙術奇談 ，載《小説時報》第24期(1914.12.15)，署“毅漢 。》 ） ”

《機師復讐記 ，載《小説月報》第5巻第10號(1914.12.25)，署“天笑、毅漢譯 。》 ”

1915年 23

《黒帷 （社會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2年第1期（1915.1.1)，署“天笑、毅漢 。》 ） ”

《女裝警察 ，載《小説海》第1巻第1號(1915.1.1)，署“天笑、毅漢 。》 ”

》 ） ”。《石油燈 （救國小説 ，載《中華婦女界》第1巻第1期(1915.1.25)，署“天笑、毅漢譯

》 （ ”。《西食衛生烹調法 ，載《婦女時報》第16期(1915.2.1)，署“英）克來史夫人著，毅漢譯

《琴聲 （短篇小説 ，載《婦女時報》第16期(1915.2.1)，署“漢毅 。》 ） ”

》 ） ”。《兒兮歸來 （倫理小説 ，載《中華學生界》第1巻第3期(1915.3.25)，署“天笑、毅漢

《女小説家 （社會小説 ，載《中華婦女界》第1巻第3期(1915.3.25)，署“天笑、毅漢》 ）

譯 ，後收入《小説名畫大觀 。” 》

》 ） ”。《贈書女 （短篇小説 ，載《中華婦女界》第1巻第4期(1915.4.25)，署“天笑、毅漢譯

《茘枝 （國民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2年第6期(1915.6.1)，署“天笑、毅漢 。》 ） ”

《吾姪麥司之書翰 （滑稽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2巻第7期(1915.7.1)，署“天笑、》 ）

毅漢譯 。後收入《小説名畫大觀 。” 》

《笑將軍 （戰事短篇 ，載《中華學生界》第1巻第7期(1915.7.25)，署“天笑、毅漢 。》 ） ”

後收入《小説名畫大觀 。》

《石油鉱之報告書 （偵探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集(1915.8.1)，署“毅漢 。後收入》 ） ”

《小説名畫大觀 。》

《狗捐 （少年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集(1915.8.1)，署“毅漢 。》 ） ”

《荒島之採金日記 （日記 ，載《小説大觀》第1集(1915.8.1)，署“毅漢譯 。後收入》 ） ”

《小説名畫大觀 ，標爲“冒險小説 。》 ”

》 ） ”。《大理石像 （愛國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2巻第8期(1915.8.1)，署“天笑、毅漢譯

《澤畔囚蹤 ，載《小説時報》第25期(1915.9.1)，署“毅漢 。》 ”

《喬奇小傳 （立志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2巻第10期(1915.10.1)，署“天笑、毅漢》 ）

譯 。後收入《小説名畫大觀 。” 》

《血婚衣 （愛國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2集(1915.10.1)，署“毅漢、天笑譯 。後收》 ） ”

入《小説名畫大觀 。》

《二十年前 （復讐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2集(1915.10.1)，署“毅漢 。後收入《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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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名畫大觀 ，標爲“哀情小説 。》 ”

《後母 （倫理小説 ，載《婦女時報》第17期(1915.11.1)，署“毅漢 。》 ） ”

《覆車 （偵探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3集(1915.12.1)，署“天笑、毅漢譯 。》 ） ”

《賊癖 （感化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4集(1915.12.30)，署“毅漢 。》 ） ”

《情不死 （紀實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4集(1915.12.30)，署“毅述、憶潤 。》 ） ”

1916年 17

》 ） ”。《遠寺鐘聲 （愛國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3巻第1期(1916.1.1)，署“天笑、毅漢

） ”。《加拿大歸客》(諷世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3巻第3期(1916.3.1)，署“天笑、毅漢譯

《禮物 （滑稽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3巻第4期(1916.4.1)，署“毅漢、天笑譯 。》 ） ”

《笑 （歐戰小説 ，載《中華小説界》第3巻第6期(1916.6.1)，署“天笑、毅漢 。》 ） ”

《郵片 ，載《小説海》第2巻第6號(1916.6.1)，署“毅漢 。》 ”

》 ） ”。《亨令白外傳 （偵探小説 ，載《文星雜誌》第4期(1916.6.10)，署“毅漢譯意、心石潤辭

《雪夜 （哀情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6集(1916.6)，署“毅漢譯文、秋星潤詞 （按：》 ） ”

“秋星”爲包天笑筆名 。）

《我負君矣 （哀情小説 ，載《婦女時報》第18期(1916.6)，署“笑毅 。》 ） ”

鞓《腰 （歐戰小説 ，載《小説時報》第27號(1916.7)，署“天笑、毅漢譯 。》 ） ”

《歸來 （愛國小説 ，載《小説時報》第28號(1916.9)，署“天笑、毅漢譯 。》 ） ”

《悲慘之目光 （懺情小説 ，載《小説時報》第28號(1916.9)，署“天笑，毅漢譯 。》 ） ”

《井中人 （言情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7集(1916.10)，署“秋星、毅漢譯 。》 ） ”

《不貞之夫婿 （言情小説 ，載《婦女時報》第20期(1916.11)，署“天笑，毅漢 。》 ） ”

《魚雷 （歐戰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8集(1916.12)，署“毅漢 。》 ） ”

《鸚鵡 （警世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8集(1916.12)，署“毅漢 。》 ） ”

《賊習慣 （偵探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8集(1916.12)，署“其訒 。》 ） ”

《鷓鴣 ，載《小説月報》第7巻第12號(1916.12.25)，署“毅漢 。》 ”

1917年 26

《國旗之光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號(1917.1)，署“毅漢 。》 ） ”

《兄弟 ，載《小説時報》第29號(1917.1)，署“天笑、毅漢譯 。》 ”

《律師 ，載《小説時報》第30號(1917.2)，署“天笑、毅漢譯 。》 ”

《落花流水 （哀情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9集(1917.3.30)，署“秋星、毅漢譯 。》 ） ”

《犬之自述 （物語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9集(1917.3.30)，署“毅漢 。》 ） ”

《十鎊之紙幣 ，載《小説時報》第31號(1917.4)，署“天笑、毅漢譯 。》 ”

《博覽會券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5號(1917.5)，署“秋星、毅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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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知己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6號(1917.6)，署“毅漢 。》 ） ”

《藏珠記 （家庭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0 11集(1917.6.30 9.30)，署“毅漢 。》 ） ”- -

《燃箕余生 ，載《小説時報》第32號(1917.7)，署“天笑，毅漢 。》 ”

《罷工人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7號(1917.7)，署“毅漢 。》 ） ”

《紅燈談屑 （醫學小説 ： 不入時之醫生 《割剖術展覽會 《割唇 《一八一五年之》 ）《 》、 》、 》、

》、 》 （ ”。遺老 《遺傳病 ，載《小説大觀》第11集(1917.9.30)，署“英）科南達利著，其訒、天笑同譯

《鬻齒 （倫理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1集(1917.9.30)，署“毅漢 。》 ） ”

《丐婦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0號(1917.10)，署“毅漢 。》 ） ”

《芙蓉城之小説家 ，載《小説時報》第33號(1917.11)，署“天笑、毅漢譯 。》 ”

《指環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1號(1917.11)，署“天笑、毅漢 。》 ） ”

《橋上 （言情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2集(1917.12)，署“毅漢 。》 ） ”

《紅燈談屑 （醫學小説 ： 名誤 《娩前 《癡 《生理學家之妻 ，載《小説大觀》》 ）《 》、 》、 》、 》

第12集(1917.12)，署“ 英）科南達利著，天笑、其訒同譯 。（ ”

《玉折花愁 （倫理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2集(1917.12)，署“毅漢 。》 ） ”

1918年 23

《願人赫陶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1號(1918.1.25)，署“毅漢 。》 ”

《還珠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2號(1918.2.25)，署“毅漢 。》 ”

《二薔薇 （奇情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3集(1918.3.30)，署“毅漢 。》 ） ”

《失憶病 （偵探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3集(1918.3.30)，署“毅漢 。》 ） ”

《紅燈談屑 （醫學小説 ： 外交家之妻 《古樓屍怪 ，載《小説大觀》第13集(1918.3.》 ）《 》、 》

30)，署“ 英）科南達利著，天笑、其訒同譯 。（ ”

《劫海鴛盟記 （奇情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3 15集(1918.3.30 1921.6.1)，未完，》 ） - -

署“毅漢 （或“毅漢譯 。” ”）

《義僕蔡烈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4號(1918.4.25)，署“毅漢原譯，無爲潤文 。》 ”

《怨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5號(1918.5.25)，署“毅漢 。》 ”

《緑光 （原名 ）上下册，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年5月版，1920年再版，收》 GREEN LIGHT

入“説部叢書”第3集45種，署“ (蓋維斯)著，張毅漢編纂 。CHARLES GARVICE ”

《第十三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6號(1918.6.25)，署“毅漢 。》 ”

《不可思議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6號(1918.6.25)，署“毅漢 《小説月報》附設》 ”。

《小説倶樂部》第一次徴文初選。

《不憂廟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3號(1918.6.1)，署“毅漢 。》 ） ”

《第七次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4號(1918.7.1)，署“毅漢 。》 ） ”

《予得予失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7號(1918.7.25)，署“毅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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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5號(1918.8.1)，署“毅漢原作、忘閑修潤 。》 ） ”

《時鐘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8號(1918.8.25)，署“毅漢 。》 ”

《理想夫婦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6號(1918.9.1)，署“毅漢 。》 ） ”

《宵人一夕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9號(1918.9.25)，署“毅漢 。》 ”

《易衣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10號(1918.10.25)，署“毅漢 。》 ”

《一面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8號(1918.12.1)，署“毅漢 。》 ） ”

《貂裘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11號(1918.11.25)，署“毅漢 。》 ”

《名畫 ，載《小説月報》第9巻第12號(1918.12.25)，署“毅漢 。》 ”

1919年 17

《廢止死刑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19號(1919.1.1)，署“毅漢 。》 ） ”

《化石 （ ，名家短篇小説範作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1號(19》 ）PHYOLITIC PERLITE

19.1.25)，署“鮑梅墩( )著，毅漢譯PAUL PALMERTON

《和合湯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20號(1919.2.1)，署“毅漢 。》 ） ”

《怯 （ 小説範作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2號(1919.2.25)，署》 ）THE COWARD

“ 著，張毅漢譯 。GUY DE MAUPASSANT ”

《魔潭》( 小説範作)，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5號(1919.5.25)，MALACHIS COVE

署“安東尼屈羅祿伯著，張毅漢譯 。”

》 ）《 》、 》、 》、 》，《紅燈談屑 （醫學小説 ： 醫人述暦 《電氣長生 《荷蘭之醫生 《外科醫生述暦

載《小説大觀》第14集(1919.9.1)，署“ 英）科南達利著，天笑、其訒譯 。（ ”

《吻縁 ，載《小説大觀》第14集(1919.9.1)，署“其訒 。》 ”

《妬誤 （短篇 滑稽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4集(1919.9.1)，署“毅漢 。》 ） ”

》 ） （ ，《饕餮名家 （滑稽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4集(1919.9.1)，署“ 美）伯倫奴梨星著

毅漢譯 。”

《美使駐徳筆記 （筆記 ，載《小説大觀》第14 15集(1919.9.1 1921.6.1)，署“ 美）》 ） （- -

前駐徳公使琪姆司著，張其訒譯 。”

《精神之愛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21號(1919.9.1)，署“毅漢 。》 ） ”

《好人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9號(1919.9.25)，署“毅漢 。》 ”

《廢邸埋姦 （小説範作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10號(1919.10.25)，署“張毅漢 。》 ） ”

《愚夫愚婦 （小説範作 ，載《小説月報》第10巻第12號(1919.12.25)，署“張毅漢 。》 ） ”

1920年 ７

《素郎 （ 大仲馬名著 ，載《小説月報》第11巻第1號(1920.1.25)，署》 ）SOLANGE

“ 法） 著，張毅漢譯 。（ ”ALEXANDRE DU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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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ETOUR CHARLES-LOUIS《歸》( )，載《小説月報》第11巻第2號(1920.2.25)，署“

著，張毅漢譯 。PHILIPPE ”

LONELY PLACES FRANCIS《寂寞》( )，載《小説月報》第11巻第4號(1920.4.25)，署“

著，張毅漢譯 。BUZZELL ”

《再嫁 （短篇 ，載《小説畫報》第22號(1920.8.1)，署“張毅漢 。》 ） ”

《金剛菩薩 （ )，載《小説月報》第11巻第9號(1920.9.》 NAPOLEON AND POPE PIUS VII

25)，署“ （阿爾佛來徳維奈）著，張毅漢譯 。ALFRED DE VIGNY ”

》 ） ”。《短篇小説是什麼 （編輯餘談 ，載《小説月報》第11巻第9號(1920.9.25)，署“毅漢

《失足 ，載《小説月報》第11巻第10號(1920.10.25)，署“張毅漢 。》 ”

1921年 ５

《黄花岡 ，載《勞働與婦女》第5期(1921.3.13)，署“毅漢 。》 ”

《尋常 ，載《勞働與婦女》第6期(1921.3.20)，署“毅漢 。》 ”

《死 （詩歌 ，載《勞働與婦女》第7期(1921.3.27)，署“毅漢 。》 ） ”

《賊相 （社會小説 ，載《小説大觀》第15集(1921.6.1)，署“毅漢 。》 ） ”

《歐墨僉載》5則（筆記 ，載《小説大觀》第15集(1921.6.1)，署“毅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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