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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厅里，一个看起来并不
是很起眼的书柜立在角落里，但
正是这个“四部丛刊”书柜和出版
史的奇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15年 3月 11日，《商务印书
馆拟印〈四部举要说略〉》一文在
《申报》登载；5月 29日，张元济向
各位股东报告，“……现在并拟刊
印旧书，定名《四部举要》，计万
余卷，积高约百尺以上。二书可
称本公司编辑上最大之事业。”这
里提到的“二书”便是《辞源》和
《四部丛刊》，也正是从这时起，
由张元济策划并主持的《四部丛
刊》影印出版正式进入了商务印
书馆的出版蓝图。

《四部丛刊》由著名版本目录
学家张元济主持编辑，商务印书
馆影印出版，网罗宏富，工程浩
大。从 1919年至 1936年，全套出
齐跨越 17年之久。据介绍，这部
丛书把我国古代重要的经史著

作，诸子百家代表作，历代著名学
者、文人的别集，都按照《四库全
书》的分类方法，编排成经史子集
四部分，先后出了“初编”、“续
编”、“三编”，实共 502种，分装成
3100 多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
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

为了出好这套影印丛书，商
务印书馆可谓费尽心思。采用石
印法影印，缩小原书尺寸，但开本
虽小而字体却不算太小，既便于
收藏，又保留了古书字大悦目的
原貌。所选用的古书底本，都是
流传稀少、校勘精良的珍本善
本。这是近代对中国传统文化传
承和古籍保存的一次成功且不朽
的尝试。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曾
大赞此书：“以浩如烟海之簿籍，
择尤提要，成此鸿编，《百川学
海》无此规模，《永乐大典》逊其
精要……此书一成，信为空前绝
后之作。” 据《北京晚报》

“四部丛刊”书柜 对古籍保存的不朽尝试

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开放 展示126年出版史

《新华字典》从这里诞生

中国现代出版的开端

126 年前，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这标
志着中国现代出版的开端。作为中国历史最
为悠久的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6万
余种图书，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部分文
化名家，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华英初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
书，《华英进阶》（1898）是国内第一部中英文
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马氏文通》
（1898）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是大陆第一部英
汉字典……面对展厅内的展品和照片，商务印
书馆执行董事顾青谈起商务印书馆的历史，
言语间充满自豪，“商务创办人夏瑞芳是个了
不起的人物，他年轻时在美国人创办的印刷
所工作，由此学习了印刷业。因为不满美国
人的压迫，他联络亲朋好友，攒了一些钱，创
办了商务印书馆。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
的印刷业。”顾青说，商务印书馆诞生于上海
江西路德昌里，小小弄堂里有了印刷机后，商
务印书馆从印刷票据、账本开始了漫漫征途。

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此次将很多影响
中国近现代，如今依然影响深远的重要图书、
人物、事件等，以历史陈列馆的形式固化下
来，旨在打造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阵地、中外文化交
流的基地。顾青告诉记者，陈列馆开馆后还
将不定期举办各种文化讲座和阅读活动，成
为全民阅读活动基地、文化活动打卡地，助力
推进全民阅读。

秉持信念从废墟中复兴

20世纪 20年代上海宝山路商务总部建筑
群模型位于陈列馆最显要位置，再现了商务
印书馆当年的兴盛景象。

建筑群模型包括印刷所、东方图书馆、编
译所、发行所、尚公学校（商务印书馆创办的
实验小学）、员工宿舍等，顾青说：“商务印书
馆当年位于上海宝山路，那是个文化荟萃的
地方，商务印书馆已是一个大规模的现代文
化企业，企业规模居远东第一位。”顾青指着
模型说，东方图书馆是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
馆，以收藏古籍、地方志、中外杂志为主，其中
古籍 7万余册，善本孤本 35000册，《永乐大典》
25册。

然而，1932年，商务印书馆遭到了历史上
重大的劫难，“一·二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
主义侵犯淞沪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被毁于
一旦。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叫
嚣，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只
有把商务印书馆焚毁，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顾青指着展览中的图片说，“这些残垣断
壁是我们第一、第二印刷所，还有第三印刷所
的大厦都被焚毁，东方图书馆珍本古籍化为
灰烬，当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正是在如此
困难的局面下，当时留下了一句口号：“为国
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商务印书馆所有
办公场所、发行所、分馆都写着这句口号，“这
是‘商务人’的信念，秉持这样的信念，大家从
废墟中清理资产，开始复兴工作，当年出版物
就超过了上一年。”顾青说。

从出版的第一本书《华英初
阶》，到人手一本的《新华字典》，
再到各类学术著作，作为中国历史
最为悠久的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图书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近日
正式对公众开放，展出面积400
余平方米，含图片700余幅、文字
7万余字，并展出各时期重要出版
物、历史文献、20世纪20年代上
海宝山路商务总部建筑群模型，以
及“四部丛刊”书柜等展品，第一次
较详细地展示了商务印书馆126
年的企业史及文化出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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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

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里，
《新华字典》是个重要存在，各种
年代的字典如今陈列在玻璃展柜
里，见证着历史。

顾青说，《新华字典》最早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由
一批语言学家和一批最先进的文
化人，如魏建功、吕叔湘、王力等
共同策划的。“新中国成立后，全
国有80%的文盲，当时的历史任务
就是扫盲，我们需要一本国民的
字典。但过去的字典都是用文言
文来释字释词，普通人读不懂，所
以需要有一本字典用白话文、用
口语来解释字词，为扫盲服务。”

《新华字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应运而生：1949年开始筹备，人教
社1953年初版，1957年改版之后，
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华字典》不停修订，5至
7年就出一次新版。为什么要不
停修订？因为语言在不断发展变
化，尤其是近几十年，我国的社会
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顾青说，
目前读者正在使用的是《新华字
典》第 12版。

对于《现代汉语词典》，大家
同样耳熟能详。顾青介绍，这本
词典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筹
划，60 年代进行相关工作，1978

年正式推出。“吕叔湘、丁树声为
代表的一大批最优秀的语言学家
成就了《现代汉语词典》，这本词
典至今已修订至第 7版。”

“《新华字典》支撑中国人民
站起来，《现代汉语词典》支撑中
国人民富起来。”顾青饱含感情地
说，语言学家丁树声将毕生精力
都投入到《新华字典》和《现代汉
语词典》事业中，商务印书馆在整
理《丁声树文集》的时候，发现他
留下来的文字不算多。“什么是把
学问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丁树声
先生做出了最强有力的回答，他
是我们的榜样。”

百年老风琴 蕴含多元经营“大世界”

陈列馆里，一架老式
风琴透着沧桑岁月特有
的格调，这是一百年前商
务印书馆制造的，这架风
琴也是这家出版企业早
年间多元经营的一个见
证。

顾青说，商务印书馆
能造风琴，不仅有实物为
证，也可以从当年《东方
杂志》刊登的“各式风琴”
广告中看出来。

事实上，商务印书馆
当年涉足的领域即便在
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
止。顾青说，“商务”拍过
中国第一次运用特技摄
影拍摄的电影《清虚梦》，

著名的万氏兄弟就是在
“商务”开始做动画的，他
们完成了中国第一部长
动画片《铁扇公主》。

不仅如此，1919 年，
商务印书馆工程师舒震
东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
部有实用价值的华文打
字机，轰动一时。除此之
外，“商务”还出产各级各
类学校教学用的风琴等
教学仪器、动植矿物标本
模型、运动器械、幼童教
具、儿童玩具、农工蚕商
等试验用具，而办公学习
必备的墨水、胶水、毛笔、
粉笔、墨锭、印泥及各种
文具等，更是不在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