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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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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为立国之本。身为教育家的蔡元培除注重正规教育与各级各类学校正式教科书的

编撰工作外，还对社会大众的知识普及教育给予重视和关心。1918年，蔡元培邀约胡适、

沈尹默、刘复等人发起编印《常识丛书》，并亲自手拟《常识丛书》编辑会简章八条，规

定该会所编丛书，分为普通、特别两类。普通类以普罗大众所必需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

语典，国语文选，古书今译，中外地理、历史，中外风俗记，欧战纪事及其他各种科学；

特别类以国外侨工特别需要知识为范围，其内容为侨工常识，侨工卫生，侨工历史，侨工

组织，侨工小说，工会组织，工人经济等，并决定会外人员所编之稿，编辑会收受的同

时，有订正之责。编成各册，由商务印书馆任印。其版权或售或赁，由编辑者临时定之。

该套丛书为提高社会一般公众的文化水准，促进我国新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 

    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和新式标点符号的推行，文言文的出版物时过境

迁，用白话文写作的图书逐渐在出版界取得主导地位。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

界，文字的因循守旧与开拓创新并不是一个已然解决了的问题，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表征着

新旧两种学术思潮的激烈交锋，并且与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延续、学术的发展、出版物的

形式与内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1937年蔡元培以其在教育界的特殊身份和地

位，联合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共688人发布“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 

    简单地说，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

字，是解脱一切方言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 

以下是我们所要建议的具体方法： 

    (一)每一个方言的新文字方案成立后，我们首先要根据这方案编辑最廉价的课本指导

书。 

    (二)课本编成后，即着手运用各级学校、民众学校、识字学校、夜课学校、补习学

校、讲习会，培养新文字的教师，凡学会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义务。 

    (三)为着要使学过新文字的人继续学习起见，我们要出：高级课本、报纸、小说、诗

歌、各科小丛书、新文字连环画、新文字的辞典、北方话与其他方言对照读物。 

    (四)根据新文字方案创制文字速写并创制新文字打字机。 

    (五)对于用汉字编印的书报，我们主张：一、文字大众化；二、横排；三、采用新文

字报头；四、新文字汉字对照的读物另辟一栏。 

    ………… 

    蔡元培等人提出的以上建议虽然在某些技术层面上观点有失偏颇，但总体上对普及大

众教育、促进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是有所裨益的。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时局不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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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出版界遭受重创，出版业严重萎

缩，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覆巢之下无完卵，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状况

下，蔡元培等人的良好愿望也就只能“束之高阁”了。 

三 

    在出版界，作者请名人为书撰写序跋，对提高图书品位、扩大图书影响力具有独特的

作用。蔡元培为许多图书写过序和跋。据笔者粗略统计，收入《蔡元培全集》(1～7卷)中

的序、跋约有一百五十篇，主题涉及文、哲、理、农、医等学科领域。当然，由于人情等

原因，其中不乏应景之作。但蔡元培对自己看重的图书，则在撰写序、跋的过程中倾其心

力，字里行间表露出深邃的学识与真知灼见。例如，在1934～1935年期间，上海良友图书

公司赵家璧等人策划编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丛书》，内容涉及小说、诗

歌、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意欲请蔡元培先生撰写一篇《总序》。当赵家璧将这套丛书

的编辑意图、计划、内容、筹备经过和已聘定的编选者名单告诉蔡元培后，他极为高兴，

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欣然同意作序。蔡元培在《总序》一文中认为，欧洲

近代文化，都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中国到了近代，“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

衰，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

的世界而进到人的世界，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提倡白话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

了”。蔡元培着重指出：中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

学精神、民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

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对于第一个十年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

策将来”。他提出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用二三十年时间走完人家二三

百年的历程；期望中国能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第二个第三

个十年里，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匠。 

    有鉴于此，为便于中西文学比较，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后，蔡元培对赵家璧建

议道：“假如这部书销路不坏，你很可以继续地编第二个十年，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这更重

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假如没有西洋的优秀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

家就不会获得目前所有的成绩。当时所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一样值

得后人珍藏的。所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去整理而已。”受此

番话的启发，良友图书公司遂有编辑《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后终因抗战关系而中

辍。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高屋建瓴的出版理念。 

    蔡元培自二十岁时到“古越藏书楼”主人、同乡徐树兰家帮助校阅《周易小义》《群

书检补》《重论文斋笔录》等书，到主编《俄事警闻》杂志，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出版了

传达学校规章、法令、集会通知的公报性质的《北京大学日刊》，以及根据思想自由、兼

容并包原则，出版了研究阐发中西学术的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在三次留学过程

中为商务印书馆编书以筹措留学经费，最终病逝于香港。他的出版理念与实践是与时俱进

的，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可以说蔡元培的一生与中国出版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中国

新图书出版业亦借重蔡元培抹上了一层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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