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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 

刘洪权 

摘 要: 古籍整理出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影印古籍是张元济

主政商务时的主要出版方向之一。张氏运用传统的版本、校勘之学，辑印《涵芬楼秘笈》

《四部丛刊》《续古佚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在文化界、读书界良好的声

誉和可观的营业收入。王云五则在胡适的影响下，开辟了商务印书馆用新式标点、分段、

注释、导读等新方法整理古书的路数，出版了一批经过整理，易读、易解的经典读本。 

关键词: 王云五 商务 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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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的浪潮中，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同

步。商务印书馆积极利用新式的印刷技术，通过书籍这一传播媒介，致力于西方文化的引

进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大推进了外来知识和本土文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现代文

化的塑造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出版物来体

现的。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到1950年6月共出书15116种，28058册，其类别和种数，可见

下表（其中1902年至1910年出书合计865种，2042册）［1］。 

  从上表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延伸到现代知识的每一领域，表明商务对中国

文化建设的贡献是全方位的。1935年，王云五总结商务创办三十年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列有7项：1） 关于教科书之编印；2）关于文体之改革；3） 关于西洋文学之介绍；4）

关于社会科学之介绍；5）关于自然科学之介绍；6）关于国故及国故之整理；7）关于文

学工具之供应与研究。并说：“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

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2］古籍在商务出版物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

1912年至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据统计仅丛书就有53种，包含子目8992种，另有

《说郛》100卷及《续藏经》7140册。从种数看，古籍占商务出版物总数的一半强。商务

出版的古籍，如《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与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并称为“我国近

代三大古籍丛书”［3］，极富学术与文献价值，至今余泽犹存。对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

版，有多位学者从出版史、文献学、文化史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民国时期主政商务印书馆者前期代表为张元济。从1902年至1920年，张元济为商务创

业、发展出力最巨之人。影印古籍是张元济主政商务的主要出版方向之一。张氏精于旧

学，他运用传统的版本、校勘之学，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佚丛书》等

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在文化界、读书界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营业收入。1926年从

监理位置上退休后，张氏更以全副精力辑印旧书，直至1959年去世。影印古籍、保存文献

为其服务商务60年始终不懈之事业，亦为他对文化的主要贡献而为人称道。后期主政商务

的代表为王云五。1922年始至1946年，王云五在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以

新式观念、整理方法和印刷形式排印古籍，解决古书难读难解的问题，出版《学生国学丛

书》《国学基 

本丛书》《丛书集成》等新型古籍丛书，目标在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使商务的古籍出版在

新形势下得到拓展。其整理、排印古籍的方法，亦成为后来古籍出版的范式之一。王云五

与商务古籍出版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王云五的教育背景与出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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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春，张元济55岁，宣布辞职引退，辞职的动机是： 

  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

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

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

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并拟添招新知识者数人，以为公司之用。

［4］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商务的创业者张元济、高梦旦等觉得自己的观念和知识

跟不上形势，需要为商务的出版事业寻找新人。开始他们找的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1921年5月15日，张元济给胡适写信：“敝公司从事编译，学识浅陋，深恐贻误后生，素

承不弃，极思借重长才。” ［5］同年胡适借暑假考察了商务印书馆，虽然也觉得商务印

书馆非常重要，最终因不愿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未就职。但商务盛情难却，他就推荐

昔日求学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代替，并得到商务当局的首肯。1921年9月，王云五正

式加入商务印书馆。翌年元月任编译所所长。1929年9月曾短暂脱离商务。1930年3月回商

务任总经理。直至1946年5月 

从商务离任，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商务开始了一个王云五时期。王云五引领商务，顺应

新文化运动后的思想文化潮流，应付艰难的国际时势，使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在遭受“一·

二八”事变的空前打击下不致失败，得以复兴，确有其成绩。 

  章开沅以为：“张元济与王云五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张奠基于前，王拓展于

后，各有自己特殊的角色与业绩。”［6］不失为公允之论。王云五早年因父母以为家运

与风水不适于子女读书，致使他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王云五的学校生活，一共不满

五年。求学是“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7］后全靠自学，略窥学术

之门。自修以英文为主，读过不少原文外国社会科学学术名著，青年时期曾把一部《大英

百科全书》通读一遍，获得一定的新学知识。旧学也是靠自学，“我对于旧学研究很浅，

而且是独个儿的在黑暗中摸索，走了不少的冤枉路途”，“酌采外国的方法而变通之”，

而“偶尔发现一些捷径”［8］，总的特点是读书广博，好杂览。 

  大体言之，王云五的西学修养好过旧学，而张元济的旧学修养好过新学。旧学根基的

薄弱使王云五不可能按照张元济的路数来整理辑印古籍。但王云五扬长避短，利用他的较

好的西学方法来观照旧学，援西学之理入中学，并运用在整理出版古籍上，开辟了一条与

张元济刊印古籍做法不同的路径。 

  王云五在出版方针上基本上继承了张元济为商务打造的出版方向。王云五接任商务

后，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导言》中，明确将“教育普及”列为商务出版方针之

一。关于中西文化，则中西并重。王云五以为：“方今文化衰落，介绍新知与流传古籍，

其重要相等。”［9］王云五从事出版，注重“与新学术或世界共同之学术沟通”，“四

库旧藏、百科新著，或将咸备于是”。《万有文库》之目的，在于“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

用书供献于社会”［10］。 

  胡适整理国故理论和方法对王云五古籍出版理念的影响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

名，这样的人才是商务所急需网罗的，遂有1921年胡适受邀南下考察商务之旅。虽然胡适

后来未供职商务，但从此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有学者将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帮助

概括为五点，从编辑出版计划、校改书稿、引荐人才到商务出版物的宣传推广，给予商务

以全方位的有力支持［11］。 

  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主要通过王云五得到实施。王云五初长编译所，首先做了两

件事，1）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就编译所原设各部酌予调整，俾更合于学术

分科性质。2）编辑各科小丛书，以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之准备。1923年开始出版的

《百科小丛书》，以西洋最新的学术思想为介绍对象。“本丛书创意与主编者为王云五

君，迄今已出版者多至400种，其后续出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

学、工学、史地各种小丛书，虽系分科编辑，体例实与此大同小异”［12］。这两件事无

疑都汲取了胡适考察商务提出的改革编译所的意见和编辑《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徐铸成

谈及胡适对王云五的影响时说：“那时，胡适虽主讲北大，而不时来南方公出，除中美文

化基金委员会等要他 

主持外，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虽年龄较长，而奉之如名师。事无大小，都要向胡博士

请教——如朱经农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长，就是胡博士推荐的。” ［13］胡适以学界



领袖，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主政人，二者的交谊实现了思想文化与出版的沟通，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文化的走向。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是

蔡元培，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是胡适，是有一定道理的［14］。 

  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王云五执掌商务后，商务出书的重点由教科

书、工具书和影印旧书转向系统地传播西学新知，而且体现在商务出版古籍的思路也发生

了变化。一方面张元济仍大力影印善本、侧重文献保存，而王云五则开创了排印国学要

籍、普及传统文化的新路。王云五整理出版古籍的思路明显留有胡适整理国故理论和方法

的痕迹。王云五古籍出版理念和实践的研究至今空白。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方法对其古

籍出版实践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辨析。下文对这一问题作详细论述。 

1.胡适整理国故理论与王云五的古籍出版理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激烈批判传统文

化，但不是简单排斥传统文化，而是强调对旧文化采取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其价值。在

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胡适把整理国故视为再造文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新文化

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认为，“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

运动’中的一个部门。”［15］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主要见于1923年发表的《〈国学季

刊〉发刊宣言》。在总结清代学者整理国学成绩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国故研究工作

的意见。他主张： 

  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

理。 （3） 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16］三点中，“注意系统的整理”与古籍整理有直

接的关联。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 胡适以为：“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

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甲） 索引式的整理。（乙） 结账式

的整理。（丙） 专史式的整理。最后，胡适提出了国学研究的三个方向，即：第一，用

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

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开创了以西学的方法研究国学和整理中国旧籍的新法门，使国学研究渐于世界学

术分科研究的潮流。现代许多学者如顾颉刚、罗尔纲、孙楷第、吴文祺等均承受了胡适的

影响，而走上自己的学问之路。王云五虽然不以学术研究为职业，但也接受了胡适的整理

国故的观点。1946年，王云五在中央大学发表演讲，题目为《旧学新探》，可见王云五的

旧学观点。王氏把自己对于研究旧学的新方法，归纳为六项，就是［17］： 

  （一）高处俯瞰 ……对于旧学的全貌先从高处俯瞰，具体言之，就是从目录学入

手，因为目录学可以助人认识学术的全貌。 

  （二） 细处着眼 研究国学，一方面固须从大处入手，他方面还须在细处着

眼；……细处着眼的方法，莫如编制和利用书籍的索引。……我国图书，除了新近出版的

书籍间有索引外，所有旧日刊行的书籍皆无索引。近十几年来，对于旧日刊行的工具书和

国学书籍增刊索引的，商务印书馆倡议之于前，燕京大学引得社及其他出版家继之于

后。……（三）淘沙见金 我国古籍多非有系统的著作，除经史两部之大部分及子部一部

分之性质尚分明外，他如子部中之杂家小说家类，与集部中之别集类，内容复杂细碎，殆

无所不包，如欲就其中选取需要之参考资料，殆如淘沙见金。且不仅一书之内容如此，即

一部丛书所收之各书除专科丛书外，性质亦相去甚远。欲就其中选读所当读之书，亦须经

过同样的淘金手续。关于后者，我编印《丛书集成》就以此为主要目的，而谋有助于读书

界。……（四）贯珠成串 我国古籍的内容，既如上述，大多数复杂细碎；欲就其中搜罗

一系的资料，自非采取贯珠成串的方法不可。换句话说，仿佛按上述淘沙见金的方法，将

淘得的金沙，变为有用的珠子，而把一条线将他们贯串起来。 ……（五）研究真相 

……（六）开辟新路 ……我在十几年前费了几年工夫，开辟一条关于检查字书辞书所编

制索引的新路，就是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初时颇有些人反对，但十几年来，至少已

有五百万人利用此法检查字书辞书和索引，而感觉其易学速检。 

  从上面的文字，尤其是王氏总结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看出与胡适20世纪20年代整

理国故的思想毫无二致。王云五“对于旧学研究很浅”，其在国学方面的见解，受到胡适

整理国故理论的熏陶。王云五不仅个人接受了胡适整理国故的观点，更是凭借自己掌握了

全国最大的教育机关——商务印书馆的便利，将其实施于出版规划，从而使胡适的观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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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扩散开来，获得更广泛的受众。近代出版一方面极力追逐学术潮流的变化，另一方面也

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新潮流。这一点，从胡适整理国故理论和王云五古籍出版的实践得到了

很好的印证。 

  2.胡适整理古籍的新方法 

  （1）教育用书与新出版业格局 

  1904年，中国近代新教育制度确立后，中国学生和学校数量到1937年前一直持续增

长，构成了一个庞大、稳定、利润丰厚的教育用书市场。教科书和教育辅导用书成为出版

家竞争的主要目标。新出版业的格局基本由出版家所占的教科书市场份额决定，而每次教

育制度的改革更使出版业的格局重新划分，书写了新出版业自身的发展演化史。 

  1932年，陆费逵回顾60年来中国的出版业与印刷业，把前三十年称为“萌芽时期”，

后三十年称为“苞胎时期”。苞胎时期“之发轫，在于前清之废科举，兴学校”［18］。

蔡元培亦说：“教育制度既革新，第一需要的，为各学校的教科书。旧式刻版法，旷日持

久，不能应急；于是新式的印刷业，应运而兴。”［19］ 

  兴办学校亟需新式教科书，这一时期，编纂教科书的有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清政

府学部等家。商务版教科书以内容精审、各科完备风行国内，占领了大部分市场，成为这

场教科书竞争的大赢家。商务借此业务得到长足发展，确立了自己在新出版业中的优势地

位。辛亥革命前夕，时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的陆费逵，预料革命必将成功，暗中编印

以共和政体为内容的新教科书，而商务对教科书未作改造。1912年，中华民国甫造，陆费

逵及时推出新教科书，一时赢得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打破商务教科书一统天下的局面。

中华书局也异军突起，在一二年间享誉海内，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并称的大出版企业。 

  从1904年清政府颁布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癸卯学制”，到1922

年新学制颁布前夕，教育制度一直处在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庚子

赔款留美的早期学子陆续回国，他们以美国教育为典范，努力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1921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广州举行第七届会议，讨论学制改革。1922年11月，新学制诞生，

亦称“壬戌学制”。后来虽然有多次学制改革，但变动不大。学制改革意味着20世纪20年

代新一轮教科书市场竞争的启动。 

  新学制颁布后，学校课程设置作了相应调整，各科课程纲要重新制订，其中与古籍出

版相关者为中学国语一科的课程纲要的重新制订。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学国文教材全为文

选式的文言文章。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的观念深入人

心，语文课程受到了一次革命性的冲击。1920年北洋政府发布训令，决定从1920年秋季

起，中小学国文科逐步采用白话文，小学改称“国语”，教科书全部采用白话文；初中国

文教科书和高中国文教科书白话和文言按比例编排。传统的语文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变。 

  新学制国语教材中，古文仍在教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中学毕业生古文的程度仍有

相当的要求。《1922年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叶绍钧拟）中规定，初中国语课

程教学目的有四点：1）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2）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3）使

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4）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1922年新学制高级中

学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冯顺伯拟）中规定，高级中学国语科甲项文学欣赏，第

一学年教材为“最近之文字”；第二学年教材为“古代文字”，取材于《诗经》《离骚》

《古诗源》《陶潜诗集》《杜甫诗集》《李太白诗集》《白香山诗集》，以及盛唐以后有

价值之诗［20］。 

  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初中选文白话和文言比例的规定

是：初一，七比三；初二，六比四；初三，五比五。到1940年教育部公布修订中学国文课

程标准，初中各年级国文课本课程标准选文的白话同文言的比例分别是四比六、五比五、

三比七，文言比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民国时期中学语文课本高中主要是文言［21］。中

学语文课程中关于文言的要求为古文读物保留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ID: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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