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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对新图书出版业的贡献 

王开宁 曾建华 

摘 要: 蔡元培支持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新式中小学教科书，提倡大学使用“国化教科

书”，并亲自参加《大学丛书》的编辑工作，同时重视发起编印大众知识普及读物。蔡元

培的一生与出版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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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清末翰林学士，早期同

盟会会员，历任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蔡元

培身为前清举人，旧学功底自不待言，一生先后三次赴欧深造，学贯中西，自成一家之

言。 

    蔡元培难能可贵的是能吸收旧学的菁华，跳出旧学的窠臼，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倾

全身心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例如，他在任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期间对旧学制的改

革，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奉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期间对科研事业的执著，再加上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政界及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和身份，

因而他一生虽然甚少直接厕身于出版业，但却对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奠基与发展在宏观层

面上有着开辟草莱之功。 

二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当时学术界人士认为改革教育为救国之本，而新型出版业借此

得以萌芽。蔡元培论及于此时曾经说道：  

    我国印刷工业，始于五代，历宋元明以迄于清，积渐发展。顾其所注意者，率在四部

巨帙，供成学治国闻者之涉览，间或稗版，以饷举子，至于村塾课本，大多数儿童之所诵

习，则大抵粗率不求精也。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

科书之名，为教习者，以授课之暇编纂之，限于日力，不能邃密。书肆诎于资而亟于利，

以廉值购稿而印之，慰情胜无而已。近二十年，始有资本较富之书肆，特设印刷所，延热

心教育之士，专任其事，于是印刷工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觉得改革政治，清廷已无可与谋，遂断然请长假南下从事教

育，与政变后革职离京的张元济共事于南洋公学。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后，各地纷纷创办公

私学校，但缺乏合适的课本，成为教学活动中的障碍。1901年，张元济决定用出版辅助现

代教育之普及，因而投资于商务印书馆，次年初进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工作。他策划的出

版项目之一就是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因此，蔡元培先生制订了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

书的编辑体例和要求。这套课本中的修身教材、初小十册和中学五册由张元济编写，高小

四册由高梦旦编写。这套最新教科书融中西文化知识于一体，编纂者字斟句酌，苦心编

修，开创了我国学校用书的新纪元。蔡元培认为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其创始者实为商务印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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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等教育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发展高等教育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20世纪30年代，

我国大学教育却发展迟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本国编写的大学教材。因此，30年

代初，蔡元培号召开展“国化教科书”运动，大力提倡大学里使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课

本。为此，蔡元培于1931年4月在《申报》上发表《国化教科书问题》一文，指出： 

    现在我国学校，自高中以上，率多采用外国文本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如数理化动植

矿等科，多用原文教学。这固然是我们文化落伍的国家，想得到现代的知识所用的苦法

子。但吾人终须认为这是不得已的过渡方法。倘若将这种不良状况长时间的展延下去，则

吾国学子所受的损失，将不可言谕，实为一件可恼痛的事。 

    嗣后，蔡元培在文章中将利用外国文教本的不利之处归纳为“糜费时间与脑力”“与

国情不适合”“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三点，并认为：“‘国化教科书’的责任，当然不

是少数人或少数文化机关所能够担负的，凡努力文化事业的，如教育家、著作家和出版家

均应分担一些责任。”并号召：“尚望国内教育家和出版界，一致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则

中国青年幸甚，中国文化幸甚!” 

    在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下，1932年，商务印书馆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大学丛书》，以供

国内大学教学使用。商务印书馆请蔡元培担纲，邀集国内各大学及学术机关代表共五十六

人组成《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制订出版计划，分请专家编辑各院各系用书，而且每部

书稿都必须经编委会有关专家审定，从而保证了出版的教材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蔡元培

则经常询问《大学丛书》的编辑进展情况，还同其他成员一样参加书稿审读的具体工作。

据有关资料记载，兰弗得等著的《心理学》一书，蔡元培是逐字审读后才确定列入选题计

划的。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300余种，各学科的用书均粗具规模。在此前后，言行出版

社、南京正中书局、中华书局、贵阳交通书局、大厦大学等单位都出过一些大学用书，虽

然其规模均不及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但亦为促进我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独立作出

了各自的贡献。 (ID: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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