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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完汪家熔增补修订的《张元济》，不由得想起鲁迅的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出版大家张元济，就是这样的中国的脊梁。
他的道德、学问和贡献，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张元济历来受到众人景仰。
今天再读张元济，向他学习什么？
    一、学习他忧国忧民，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追求进步    张元济享年93岁，从前清到民国，再从民国
到人民共和国。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他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
因此他能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追求进步。
这是他毕生保持前进脚步的根本动力。
他推动引进西学。
他参与戊戌变法。
他投入维护路权。
他拥护辛亥革命。
他大力普及教育。
他坚决支持抗日。
他投身民主运动。
他迎接新中国。
如果没有终生坚持的崇高目标和坚定志向，如果没有为国为民的言论行动和思想基础，他不可能做好
出版，更不可能成为一代出版大家。
对比一下，我们做出版的动力是什么？
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是为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还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金钱？
这个根本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二、学习他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从根本上造福人民    张元济从救国救民出发，为开启民智而开办
新学，发展教育。
从救国救民出发，由重视精英教育转而重视普及教育；从救国救民出发，编辑出版新教科书，努力普
及科学文化知识，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开创性的文化活动。
它需要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的工作。
它需要深刻的独到的见识。
它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它尤其需要一切为了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
而这些正是张元济所具备的。
张元济办教育之所以成功，源于他的出发点是为人民造福。
张元济出版教科书之所以成功，也源于他的出发点是为人民造福。
相形之下，我们现在出版教辅，一心发财，不惜粗制乱造。
铺天盖地的教辅，出版单位敢出，教育单位敢用。
这种思路，与张元济当年出版教科书的思路如何比较呢？
    三、学习他发展出版，建设文化，攀登民族文明高峰    张元济办出版，目标在于文化。
他本来就是学识渊博的大文化人。
他深知文化的根基对于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
他办出版最关心的是优秀文化的传播。
他一方面大力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明确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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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明确摒弃传统文化中三纲之类的封建糟粕，一方面为保存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大量的卓
有成效的工作。
张元济主持并且亲自参加完成了整理出版古籍的一批重大项目，成为中国出版史上光辉的一页。
张元济长期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优秀图书，培育优秀人才，壮大出版事业。
商务印书馆靠优秀图书的出版，赢得读者，赢得市场，赢得经济效益。
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经济效益寓于优秀文化的广泛传播之中，既不是牺牲优秀文化去追求经
济效益，也不是离开优秀文化去追求经济效益。
优秀文化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是浑然一体，而不是两张皮。
这与目前出版界流行的唯利是图、拜金主义，难道不是大相径庭吗？
    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做出版与张元济有很大差距。
这差距不仅在出版项目的选择和策划上，不仅在出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不仅在人才培养和事业经营上
。
最根本的差距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
这值得我们共同勉励，一起努力。
    1980年，汪家熔开始整理张元济的日记、书信、诗文，继续深入进行对张元济的研究。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完成于1984年，1985年出版。
27年之后，他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对《张元济传》加以增补修订，自然大有长进。
可以说，史料更加充实可信，论述更加深刻周到。
因此，我欢迎这本新版《张元济》的出版，并且很高兴为之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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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元济》由汪家熔编著。
 《张元济》讲述了：
菊老离我们并不很远，写他的传却有两个困难。
从生活上讲，他的童年并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生活轶事，更没有传奇式的故事。
他那严肃而有规律的生活，就连和他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哲嗣和他钟爱的文孙、孙女，都回忆不出他
曾经说过什么一句半句笑话。

他毕生努力工作。
他是位创造性地工作的智者：他懂得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必须普及教育时，不是手执教鞭面对二三十
位学童，而是去编纂更好的教科书，发行到祖国的每个角落，以及海外——使最小的功让社会获得最
大效益。

他手无缚鸡之力，敢于面对习惯对华人任意酷刑的租界捕房，使之败诉；敢面对上门的日本鬼子说不
，捍卫民族尊严。

他文质彬彬，却想组织义民获取国家政权；感到力有不逮，煽动有力大臣“毋泥君臣之礼”，取清廷
而代之。

他使一个企业成为行业的老大，年获利曾达到资本的73％，但自奉甚俭，舍不得用一个新信封。

他是位爱国者，而生活在国家的执政者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盘剥百姓以满足外国帝国主义贪婪
、受尽凌辱的年代。

他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使几千年来仅仅能让读书人自我陶醉的出版，变成提高民众水平、推动社会前
进的巨大动力。

他是位寿者，追求自由，但仅仅晚年才有十年感到随心的岁月。

他毕生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在出版领域努力，留下成千上万文字，却找不到一篇论文、一次演讲为自
己的利害。
好在一个事业家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往往把他的理想埋在心田。
事业就是标志，在他事业的进程中我们探索他的思想，在他的事业中领略他的人生情趣，并学习他的
价值观做自己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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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家熔
1929年生，江苏苏州人，副研究员。
自幼失学，先后从事印刷、发行、出版工作51年。
晚年从事晚清出版史史料发掘和研究，有多种出版史专著和论文发表。
2009年，荣膺《编辑之友》“新中国60年60编辑”。

主要著述 张元济日记 张元济书札 张元济诗文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
传
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近代出版史研究论文集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
部分三卷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二卷
中国出版通史·晚清卷 民族魂一教科书变迁 晴耕雨读集 张元济(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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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
引  言
第一章  诗书传家久 积德家运长
第二章  探索寻觅的十年
第三章  在南洋公学译书院
第四章  说说为不朽的古代出版
第五章  张元济教育思想的转变
第六章  “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第七章  “开辟草莱的人”
第八章  最新教科书
第九章  摒弃三纲的伦理道德观
第十章  革康熙皇帝的命：《辞源》及其他
第十一章  为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十二章  四条铁路
第十三章  辛亥革命前后
第十四章  夏瑞芳之死
第十五章  一个好汉三个帮
第十六章  书籍乃社会公器
第十七章  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
第十八章  帮没有条件者受教育
第十九章  异化：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
第二十章  五四前后
第二十一章  商务印书馆和五卅运动
第二十二章  看似容易却艰辛
第二十三章  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面
第二十四章  不能浪费一张纸条
第二十五章  闲暇和情操
第二十六章  心系民众
第二十七章  在民族灾难面前
第二十八章  黎明前
第二十九章  “及身已见太平来”
张元济年谱简编
初版后记
菊老的动力——增订本随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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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书传家久    积德家运长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办公楼门口，有一副商务印书馆已故董
事长张元济先生(1867—1959)手书的对联，文日：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对联
表述的“积德”，既是旧时主流社会的传统思想，也是牢记菊老家族和他自身历史的自述。
在《盐官张氏族谱》里记载有菊老的祖上奇龄公(1582—1638，字子延，号符九者)所立的家训：“吾
宗张氏，世业耕读。
愿我子孙，善守勿替。
匪学何立，匪书何习。
继之以勤，圣贤可及。
”这个家训可以概见海盐张氏的家风。
    “匪学何立，匪书何习”这八个字，对于热衷于追求权力和财富的人讲，那是毫无价值的：前不久
，“文革”时有所谓“读书无用论”，考试交白卷成为“英雄”，学生不上课则是“模范”。
在新时期也有新发展：“不读书照样发财，发大财。
”或许这就是新时期的“读书无用论”。
在传媒多元化的今天，更有甚者，认为看电影、看电视和连环画也就是读书。
殊不知，做学问的读书，除了纸本之外，任何其他载体都是无法代替的。
书本很早就可以做成CD。
CD有很多纸本书不及的优点。
40年前曾经有过一次规模不大的、研究“纸对于书籍还有用吗”的讨论。
结论虽然没有，但40年来的出版实践已证明CD之类不能完全替代纸本书已经非常明白了。
世界上，形式或内容趋同的事物，一般表现了它存在的合理性。
房子，不论在哪儿，它的形状是基本相同的，在于长方形和房顶有良好的排水能力，才具有不论居住
、存物的广泛的适应性，这就体现了它的合理性。
书本，世界曾经有过不同形式，最后不约而同都由卷状变成由“页”构成的“本”状，在于这种形式
最便于翻阅，适应反复、抽读和批注。
反复阅读CD可以，但想重看一段值得再体会体会的、想在上作个记号、批注，就不太容易了。
也说明，书是要反复读的，这是“读书”、做学问的读书，而不是打发时间随便翻翻。
    人类是动物中唯一超脱血缘结群进行生产活动而构成社会，个体依靠群体生存、发展，并对群体回
报。
由于“一加一大于二”，“二加二远大于四”，人类这才有物质积累，进而有文化和文化积累，即有
文化而成为社会。
由于个体对集体有回报，进而有社会文明，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明的积累，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动
物的万物之灵的人类所独有的。
这文化、思维和回报，最终都是通过书和读书来表达和接受的。
所以“匪学何立，匪书何习”这八个字，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真理，值得人人珍贵的。
而且更是值得提倡的人生价值：修养是种积累，读书是人们修养的主要手段和过程。
    读书和积德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读书以外就是“德”字。
“德”字，除了与“缺”字等构成“缺德”、“离心离德”，小学生称之为不是“好词”外，与其他
很多字构成的词都受人尊敬：德育、德政、积德、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等等。
一个人有了这四五个词，不管他地位高低，工作贵贱，不论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人生境界必将是备
受人们尊重的。
“德”的内涵太丰富了，而且各个不同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
“积德”，用现代语言，也就是：事事、处处、天天，尽心、尽力、尽责地待人、对社会；或者称作
以与人为善做自己的座右铭、人生目标。
一个人有这样高尚的人生目标，必然影响他人。
这“他人”当然包括他的家属成员，耳濡目染，不学以能，家族必然几百年代代相传，成为积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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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初版时，第一章名叫“只能从少年时讲起”，这次增订本将之改为“诗书传家久积德家运长”
，大不一样了。
缘于菊老哲嗣树年先生主编、文孙人凤先生与柳和城、陈梦熊先生编著的长达七十余万言的《张元济
年谱》。
年谱收录了《盐官张氏族谱》中有关材料，就有了一定材料使我们了解到张先生手书的“数百年旧家
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意义。
这是社会观念，但这不仅是一般的社会观念，而更是表述海盐张氏家族的信念的历史，是自豪和企望
读书这一在旧时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的事能普及。
这是了解菊老人生经历的第二把钥匙：菊老一生的活动可以说是和书、读书、推广读书相联系的。
    海盐张氏是浙江望族。
一般所说望族，基本条件是连续几代人不愁衣食和有声望。
衣食不愁，就必然谋发展，那时就是读书，因而海盐张氏有著述留世就代有其人。
先生的祖上，上溯海盐张氏与读书、藏书、著书有关的和出任官职的历代知名学者有：    始祖九成
公(1092—1159)，字子韶，号横浦居士、无垢居士。
原籍河南开封，宋南渡后定居浙江钱塘。
南宋绍兴年进士，状元，历官著作郎、宗正少卿吏部侍郎。
因主战而被秦桧所贬，谪居南安军(今江西大余)14年。
秦桧死，授温州知州。
生平有著作二十余种，其中《孟子传》、《中庸说》及《横浦文集》等著作传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曾被重印而流传至今。
    雨公，号贞居先生，子韶公六世孙。
工书画，善诗词。
著有《茅山志》、《贞居先生诗集》等。
时为元代。
    其志公留生，始迁祖，明洪武年初自钱塘迁海盐闻琴里，宗为始迁祖。
    大白公奇龄(1582—1638)，十世祖①，字子延，号符九，癸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举人。
居海盐南门乌夜村，曾主持杭州虎林书院。
居海盐南门外乌夜村，其读书处称大白居。
著有《铁庵集》、《存笥集》等著作四种。
前面提到，他立有“匪学何立，匪书何习”鞭策家人读书的训言。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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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写张元济的年谱和传记，在他生前失掉了机会，现在只能依靠文字资料。
他与人交往极多而性格内向，个性极强而能克制，办事多而不居功。
从现在搜集到的材料，远不足以说清楚他的思想和感情。
所以这本小书不是研究的成果，只是材料搜集的开始，向读者提供一个轮廓和线索。
如果能辨正一些流传的轶闻，我就很满足了——我正是对这些轶闻困惑，从而开始搜集材料的。
    一本以材料为主的书，注出处就注不胜注。
为了节省篇幅、排版和阅读方便，只在每章末，将引用的材料按其被引用先后列出。
对于研究者，根据每章的书目，核查引文的正误，并不困难。
书后附全书的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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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个开辟草菜的人。
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茅盾    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
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
不计成败，不顾毁誉。
    ——胡适    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
。
自兹而后，继者罕闻。
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
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    ——
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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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家熔编著的《回归》系张元济先生的自传。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
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
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 理、董事长等职。
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著有《校史随笔》等。
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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