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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元济全集》第四、五卷收入张元济先生诗（包括少量词、联和题辞）330首，文386篇。
    张元济先生的诗，以记事为多，晚年有不少是对时事的看法和感想。
由于张先生不是一位诗人，今天我们读他的诗作，主要还是从中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脉络，而不着重
于欣赏他的词藻或佳句，因此本书编辑时，就按诗词创作时间先后排列，不再按格律分类，同时把他
仅有的一首词和少量联、题辞也一同编入。
这里还附带说明一点：20世纪40年代，张先生鬻文卖字，维持生计，这一时期的诗几乎都是应客户的
要求而作，对诗中涉及的人物一般不认识，也就不一定反映出他的思想观点。
        张元济先生的学术专长是古籍研究，他撰写过的许多古籍序跋、校勘记将编入《张元济全集》的
第八至十卷，因此，第四、五卷中收入张先生的文章就不包括上述内容。
张先生是一位务实型的人物，社会经历丰富，他的文章包括了从政府文牍到商务印书馆的广告，涉及
面很宽。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书编辑时把它们先按内容分成七类，即商务印书馆馆务，教育、文化、图书馆
事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著作，社会交往，海盐张氏宗族事务和本人及家庭有关事项。
每类文章再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
写作时间无法考定者，置于各类别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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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词、联、赞　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1889年9月）　赋得柳拂旌旗露未干（1892年4月）　挽高啸
桐（1909年3月）　游比利时马士河志慨（1910年7月）　为夏瑞芳所创孤儿院题联（1914年之后）　
丙辰秋游天台四首（1916年10月）　挽蔡松坡（1916年12月4日）　挽瞿鸿机（1918年4月）　挽缪小山
（1919年末）　访颜骏人于外交公署，追思往事，留题一绝（1920年1月25日）　为海盐张氏宗祠题联
（1920年）　题瞿君良士先德《虹月归来图卷》（1925年）　丙寅春敬题毓珊姻伯大人遗像（1926年3
月）　题《麓台松隐图》（1927年8月18日）　盗窟二绝（1927年10月18日）　盗窟十绝（1927年10月
）　依韵答和适之先生（1927年11月10日）　题徐仲可《康居图》（1928年4月18日）　戊辰暮秋东瀛
访书十首（1928年10月至11月）　挽高吹万母（1928年12月10日）　东瀛访书记事诗（1928年）　挽张
石铭联（1928年）　严范孙先生灵鉴（1929年7月）　何母甘太君遗像（1930年8月28日）　题《孤山补
梅图》（1930年）　刘潋如以宣统逊帝仿书属题（1930年）　贺胡适之四十寿诞联（1931年1月12日）
　陈澄中得宋刻荀子绘《荀斋图》属题（1931年1月25日）　赠山崎正薰君（1931年3月13日）　挽钱
铭伯（1931年6月）　题吴麟书先生遗像（1931年10月）　赠傅沅叔（1931年lO月至11月）　挽王书衡
（1931年12月）　挽徐志摩（1931年12月）　挽盛同荪（1932年10月）　壬申秋祝陈伯岩寿（1932年10
月）　吴颐伯像赞（1933年4月）　许姻世嫂沈太夫人像赞（1933年4月）　题袁履登《自首娱亲图》
（1933年春）　吴德生母于太夫人六十有一冥寿（1933年5月23日）　挽梁燕孙（1933年5月）　挽周乐
其同年（1933年7月）　吕母陆太夫人像赞（1933，年10月22日）　挽项松茂（1934年5月）　金母朱恭
人像赞（1934年7月10日）　题李钜庭《庐山花径景白亭册》（1934年9月9日）　咸阳道中口占（1935
年5月3日）　乙亥夏游华山诗（1935年5月）　仲咸先生开九华诞，兼值重游泮水，撰句奉贺（1935
年7月16日）　挽葛稚威（1935年8月）　挽丁文江（1936年1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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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共计男女工一千五百六十八人⋯　共计男女工二千零五十六人　　七、八两年比较，八年增加男
女工四百六十八人⋯　　四、损益计算书：本公司八年所得总益金除开销及提存特别公积八万元、特
别公益五万元外，计净得盈余洋一百二十万零零六百三十九元零八分。
　　按，本公司各省所设分馆，其营业平常者，或以时势之关系，历经收撤数处。
现存分、支馆虽系积亏者，亦多可以减亏。
唯间有二、三处因一时汇水奇昂，致遭亏折，且将来难保各分馆均一定发达。
七年份所提特别公积七万元，连七年以前积存六千二百九十八元九角六分一厘已于八年份拨抵数分馆
之积亏，尚嫌不足，现在仍应预备特别公积，以资调剂，俾公司帐目得昭实在。
此外，公司有时或有特别推广营业及填补意外亏耗之用，故不能不宽为筹备也。
　　（备查）积亏分馆及中国图书公司等已以特别公积拨抵者如下：　　安庆分馆积亏一万五千六百
十九元七角五分九厘；　　黑龙江分馆　积亏六千九百十四元八角四分八厘；　　吉林分馆积亏三万
二千六百十四元五角零六厘；　　长春分馆　积亏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五元三角九分五厘；　　厦门分
馆　积亏一万零八百零八元一角五分五厘；　　哈尔滨分馆　积亏三万零三百四十五元七角五分七厘
；　　常德分馆积亏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五元五角五分四厘；　　中国图书公司印刷所积亏二万五千四
百五十一元一角七分七厘；　　器械馆　积亏一千八百八十一元四角六分；　　广告公司积亏一万元
。
　　除拨抵外，尚不敷洋九万一千六百四十七元六角五分已在总公司八年事务费项下出帐销讫。
　　本公司现在职员、工友众多。
关于有益身心之设备，除已拨一万元作为尚公小学校基金，为工友子弟求学便利外，又提存特别公益
费五万元。
此五万元之用，拟于印刷所旁空地建一游息场，并附寄宿舍、饭堂、浴室。
其详细办法现在尚未能拟定，将来当由新董事会斟酌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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