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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字菊生，号宵斋，浙江海盐人，

生于清同治六年 （1876），1959 年在上海逝

世，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商

务印书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张元济自幼便

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光绪壬辰（1892）中进

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刑部贵州司主

事、总理衙门章京等，后来因为参与戊戌变

法被革职，并“永不叙用”。1898 年，张元济

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很快被聘为南洋公学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后来接任

总理。但是由于与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福开

森在办学方针上的意见不合，难于共事，不

久便辞职了。1902 年，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

长夏瑞芳之邀来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负责商

务的日常业务，曾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
理、董事长等职，一生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
1948 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 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科学

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员等职。
张元济一生致力于改良社会、振兴中华，

无论是从政、办教育，还是做出版工作，伴随

他的始终是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历史责

任感和对于民族、国家的拳拳赤子之心。
一、张元济图书出版事业的起步

张元济是比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

士人，年轻时便“略识洋文”，后来还跟随爱

尔兰医生柯大夫学习英语，于是有机会接触

到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思想开放，

并积极参与维新派的相关活动，与强学会的

很多人都保持密切的往来。当时维新派提出

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废科举、兴学堂，培养

新式人才。1896 年，他与陈昭常、张荫棠、何
藻翔、曾习经等人集资兴办“西学堂”，次年

正式开馆，并奉旨改称“通艺学堂”，讲授英

语、数学，培养翻译人才，积极支持康梁的变

法维新活动。通艺学堂是张元济全身心实践

其救亡图存目标的第一个阵地，从募集资

金、聘请教习、添置图书设备，到外出参观访

问、拟奏递呈等，无不躬行。对此，他曾说道：

“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

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

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戊戌变

法期间，他曾多次上书建议实行政治改革，

然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戊戌后，认识到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非常顽固，想要

通过学习效法西方就一夕改变所有，实非易

事。但他深信只要启迪民智，就会有很多的

人接踵而至，后来汪康年曾劝说他重新加入

官场，他表示不愿在官场空谈，

而更愿意作些编纂小学教科书

的实事。
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期间，张

元济除了按照盛宣怀制定的“以

练兵为急务”的指导思想，大量

翻印兵书之外，还亲自筹划翻印

了一批近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
律、商务等方面的著作，并聘请

著名翻译家严复担任译书院总

校。截至 1901 年 7 月，译书院已

译出外文书籍 31 种，出版 14

种，涵盖历史、文化、法律、政治、经济等方

面，大部分译作在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反响，

其中引起轰动最大的当属英国著名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原著、严复翻译的《原富》。此

后，南洋公学总理何梅生病逝，张元济接任

该职。1901 年，张亲拟章程，开设特班，并邀

请蔡元培担任总教习，培养了不少人才，其

中不乏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

响的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
二、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开创性工作

在南洋公学任职的三年，思考维新变法

的教训和兴学育才的得失，张元济的思想开

始发生剧烈的变化。1902 年 3 月，他在上海

《教育世界》杂志第 20 号上发表《答友人文

学堂事书》，便是其痛定思痛之后的写照。他

讲：“非谓学堂不足以育才，然念念在育才，

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今设学堂，当以

使人明白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

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所以，必须做到“无良

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

在教育之列也。”欲达此目的的，必须重视普

通和初级教育，这样才能像西方那样“民智

大开”。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同年，张

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一生与出版结缘，在

与商务相伴的半个多世纪中，他编写教科

书、办杂志、翻译国外名著、影印校勘古典文

献、编写辞书、创立图书馆，还培养了一大批

近代知名的出版人，可谓功名卓著。可以说，

张元济成就了商务，商务也成就了张元济。
到任商务后，张元济随即着手编辑教科

书以“扶助教育”。他与蒋维乔、庄俞、杜亚泉

等反复研究已有的各种“课本专书”的优缺

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最新国文教科书”
的编纂原则。据蒋维乔回忆，这一过程“略似

圆桌会议，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

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

讨论至半日或终日决定者。……所发明之原

则，涉及儿童启蒙的特点，如何由简入繁，由

少而多，循序渐进，增加兴趣，综

合发展等等。”整个编纂过程，参

与诸君“合坐一室中每成一课，

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

相互为之，毫无成见。”经过近半

年的努力，“最新国文教科书”第
一册始告编成，后又由张元济、
高梦旦、长尾慎太郎等人“详加

校订”，并于 1904 年 3 月正式出

版。此书上市后仅数日，初版

4000 册即告售罄。此后，张元济

等人又陆续变成了一整套初等、
高等小学教科书，共 16 种 78

册，风行全国，同业竞相效仿。与

此同时，张元济还组织出版了

“帝国丛书”，其中包括《明治政

党小史》、《埃及近代史》、《帝国

主义》、《各国宪法略》等。1903 年

起，又陆续出版“政学丛书”、“财

政丛书”、“商业丛书”、“地学丛

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的丛

书，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明

报》等刊物，为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推波助

澜。除此之外，张元济对西方名著的翻译出

版青睐有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为当时

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以严译名著和林译小

说的影响最大，不胫而走，思想界耳目为之

一新，这些图书、杂志在当时为中国近代文

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

的作用。
三、张元济在近代图书出版事业上绽放

的成就

张元济提倡“西学”，并不排斥“中学”。
有感于清末以来中华典籍毁于战火和大量

流失，决心要精校、影印一批有用的古籍，借

以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服务于学术界和社会

大众。在他亲自策划下，1916 年商务出版了

《涵芬楼秘笈》，1919 年编印《四部丛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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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1930 年开始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193

年和 1935 年，《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又陆续

印行。此外，《续古逸丛书》、《正统道藏》等珍

贵古籍，经过张元济多年的不懈努力也先后

得以影印出版。商务影印书的出版，嘉惠学

林，人们无不称快。
编写辞书是张元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

又一大贡献，正式得益于他对辞书出版的持

久关注，商务印书馆在 20 诗集逐渐成为了

我国辞书出版事业的重镇。早在 1901 年商

务 印 书 馆 排 印 我 国 第 一 部 双 解 英 语 词

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时，尚未入馆的

张元济就对此创举颇为赞赏，并主动代邀严

复为其作序。执掌编译所后，他一直专注于

这一领域的开拓，尽管编纂和出版双语辞书

被认为是“事烦而益寡”的“甚难”之事，但张

元济坚信“凡欲知一国之典章制度，必熟谙

其国之文字语言，而后能触类旁通”。以英汉

辞书的出版为例，如 1908 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英华大辞典》，为编此书，张元济专门延

聘执教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的颜惠庆主持，三

易寒暑，终成全稿。又如商务 1929 年编印的

《英汉模范字典》，至 1935 年已重印了 34

次。在汉语辞书的出版方面，张元济也同样

倾注了大量精力。民初问世的《商务印书馆

新字典》和《辞源》，就是他会同商务国文部

同人共同编就的力作，这两部工具书的出版

结束了《康熙字典》支配辞书界 200 多年的

历史，标志着汉语辞书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此外，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

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中国人名大辞典》、《中

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一系列重要辞书。
出于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商务印书馆

于 1909 年设立了第一个图书馆，命名“涵芬

楼”，所藏不仅用作编译所的参考资料以保

证编书的质量，并可以充当影印古籍的底本

以开辟商务的古籍影印出版业务。更重要的

是，创立并悉心经营涵芬楼饱含着张元济身

处乱世，对挽救千年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

命。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涵芬楼藏书“虽未可

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1924

年 4 月，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公司对面新建

的五层高楼竣工，将涵芬楼藏书迁入，取名

“东方图书馆”。馆藏不仅有中国的善本古

籍，还有大量的新书和外文书刊，尤以教科

书最多最全，并于 1925 年对外开放，以供众

览。据统计，至“一·二八”事变前，东方图书

馆实藏：普通中文书 268000 余册，外文书

80000 余册，图表、照片 5000 余种；四部各

版善本古籍 3745 种、35083 册；全国凡 22

省省志 2641 种、25682 册，全国府、厅、州、
县志 1753 种；中外杂志、报章亦较完备；另

有新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 40000 余册。毫无

疑问，当时该馆的馆藏在全国可谓首屈一

指，不幸的是，这些藏书，连同商务印书馆的

印刷厂、编译所在 1932 年 1 月 29 日被日本

侵略者付之一炬，很多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

从此绝迹，实乃中国出版史上的巨大损失，令

人叹息。
八年抗战，张元济蛰居上海。但他依然

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其付出一生的出

版事业。他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讲

述了我国古代 14 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

故事，提倡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格；联合他人

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搜集、保存古籍善

本，为散佚的中国典籍营造了一个归宿。新

中国成立时，最终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

书———《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先生的一

生是孜孜以求的一生。他之于中国近代出版

事业，是拓荒者，是奠基人，是践行者，无愧

为我们心中一座永远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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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是我国近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

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号寒香（又作石

翁)，字彝初，浙江杭州人。早在清朝末年，马

叙伦就投入到了教育实践中，明确提出了自

己的教育主张。在民国时期，马叙伦三次出

任教育部次长，四次在北京大学任教，领导

教师和学生

多次参加反

帝反封建的

爱 国 运 动。
在新中国成

立后，他担

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是现代中国

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在民国担任

教育次长，新中国担任教育部长、高等教育

部部长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变革性的教

育思想。在民国时期提出了教育宗旨思想、
整顿教育思想以及高等教育改进思想。在

担任新中国教育部长时，结合中国国情提

出了高等教育思想，推动了我国近现代教

育的变革与发展。
一、马叙伦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

马叙伦在 1922 年 1 月在北京做实际教

育调查，回浙江之后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的主张，引起了当时教育届人士强大的反

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教育改革主张。
1.成立教育调查机关，改革教育检查制

度。马叙伦广泛研究了西方各国的教育调查

制度，指出：西方各国的教育调查往往是由

几十位教育专家组成教育调查团体组织，需

要获得专门的教育调查经费，经过几个月甚

至几年的调查，才能分类写成教育调查报告

书。因此，他认为我国要是由一个教育团体

在全国作调查效率不高，存在很大的难处，

因此不如分省组织教育调查团体，成立教育

调查基金，指定教育调查方法，分省作实地

考察。他强调教育调查报告必须是调查者亲

自撰写，不可假手他人。这种调查方法可以

很快掌握全国的教育情况。
马叙伦指出，民国时期的教育检查机关

变成了“吃饭机关”，是养老过渡的职位，腐

败现象严重，没有发挥它本身应该具有的作

用[1]1922。因此马叙伦提出了七项改革教育检

查制度的措施。第一：修正调查规程；第二，

制定详细的检察事务细则；第三，禁止伪造

检查报告；第四；严格调查人才选拔；第五，

检查报告必须详细记录各种教育实际情况；

第六，每年将检查报告装订成册，送给教育

专家做研究；第七，应该分科目做教育检查。
马叙伦针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调查制度和教

育检查制度的弊端，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

制度上提出了适合民国时期国情教育改革

制度，有利于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2.提高小学教师素质，改革中等教育制

兰 台 纵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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