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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
———以古籍丛书编纂为例

袁 红 梅
（渭南师范学院 图书馆，陕西 渭南７１４０００）

　　摘　要：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投身商务印书馆６０年，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收书、藏书、整

理出版古籍丛书，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主持编纂的涵芬楼秘

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等七部丛书如北斗

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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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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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丛书的源流名实

　　 把原属单独流行的书籍，按一定的目的，选

择多部汇编一起，题以概括名称，将各种著作汇编

于一体的一种集群式图书，以便成套保存，供人检

阅，便叫丛书，又称汇刻、丛刻或丛刊等。形 式 有

专门型和综合型两类。其作用在既供学者检阅方

便，又使零散短小的书保存流传。
“丛书”一词，始见于唐韩愈《剥啄行》“门以两

版，丛书於闲”，是说书的丛积；题作书名，始见于

唐陆龟蒙的《笠 泽 丛 书》，是 说 丛 脞 的 书，不 登 大

雅；名实各异，却非这里说的丛书。从事 实 看，专

门性的丛书，以《隋志》著 录 的 陆 澄 所编《山海经》
以来１６０家《地理书》为最早；综合性的丛书，以南

宋宁宗嘉泰元年（１２０１）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

警悟》为最早，稍后咸淳九年（１２７３）左圭编《百川学

海》１７９巷，分１０集，每集收书七、八、十余种不等，
共收书１００种，多唐、宋人著述，比较典型，但还都

无丛书之名。至明代程荣辑汉、魏、六朝各家著述，
编为《汉魏丛书》，名实乃趋一致，文献的专称。

丛书当论性质，不论规模，清代丛书的编纂承

明之绪，以量多、帙大、类全、校勘精良为特点，其

中以《四库全书》为最著名。按收书方式来分，古

籍丛书把汇集重要的或常用的书叫举要，把汇集

难得的异本叫搜异，把汇集已散佚的书叫辑佚，把
影印宋元本或罕见抄本叫影旧等类；按收书内容

来分，古籍丛书有专学、专人、专代、专地等类。自

宋代以来，中国丛书的出版类型繁富，数量巨大，
其中以古籍丛书为代表，在收集、保存及传播古代

文献上发挥的作用至巨。
丛书编纂的目的常常是因某一特定 用 途、针

对特 定 的 读 者 对 象、围 绕 一 定 主 题 内 容 而 进 行。
一套丛书内的各书除了共同的丛书名之外，均可

以独立存在，而且都有其独立的书名；就编著者而

言有整套丛书的，也有各书自己的；一套丛书的版

式﹑装帧﹑书型等一般相同，而且版权多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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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丛书或一次出齐，或陆续出版。

　　二、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

　　尽管丛书的编纂至清代而盛，但当时有识者

尚不满意，如顾广圻认为汇翻宋、元本不可缓，周

永年认为应效释、道会刊儒籍，王昶认为当萃经史

子集成藏，《四库全书》虽属博综，而删改内容不真

实，抄写 形 式 又 难 普 行，并 不 理 想。学 者 们 未 明

言，言下隐含其意。不过那时社会条件还差，个人

纵有控编的能力和财力，终难办到，只启示了近代

人来做———天降大任于学人张元济。
（一）家世生平

海盐张氏一脉久负浙西望族世家之 称，自 始

祖张九成以降隽才代出。从谱系学上说，家学渊

源对张元济成年后的性格品行和学术精神起了经

久不磨的影响和制约。
张元 济，字 筱 斋．号 菊 生，浙 江 海 盐 人。生 于

清同治６年（１８６７），卒于１９５９年。清 光 绪１８年

（１８９２）考中进土，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章京。光绪２３年（１８９７）与人创办通艺学堂，教
授英文与数 学。１８９８年 冬 任 南 洋 公 学 管 理 译 书

院事务兼总校，后任公学总理。１９０１年入商务印

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１９２６年任董事长直至

逝世。他习英语颇悉西学，锐志经营出版事业，先
译印科技新书，与编辑小学教材，继而全力整理古

代文献。本藏书世家，他的十世祖张奇龄有读书

处名“涉园”，曰“涉”，“既以体若考作室之心，且以

示后人继述之义。”以后张家历代多能恪守这一信

条，致 力 于 藏 书、著 书、刻 书 的 事 业；即 使 人 在 宦

途，也是心系图籍。九世祖张惟赤性嗜书，遍搜典

籍，几十年所得图书尽藏于涉园。从清初至民国，
藏书极富。绵绵数百年，且经洪、杨太平 军 战 火、
名园废记，图籍散佚，但到张元济手上，涉园藏书

又得以恢复旧观。后来他把大部分藏书转让给商

务印书馆涵芬楼，并为涵芬楼不断收购大量善本

书籍，“求 之 坊 肆，丐 之 藏 家，近 走 两 京，远 驰 域

外”，计有江阴缪氏、北京盛氏、巴陵方氏、荆州田

氏、广东丁氏、南海孔氏等数十藏书家的部分或全

部，达５０余 万 册，居 当 时 全 国 第 一，涵 芬 楼１９２６
年改为东方图书馆，馆内善本书库仍名涵芬楼，聘
请孙硫修主持［１］。据粗略统计，涵芬 楼 曾 藏 有 宋

本１２９种，元本１７９种，稿 本７１种，抄 本４６０种，
名人批枚本２８８种，超过了号称“百宋一厘”的清

代藏书家黄还烈［２］。

因自宋 代 俞 鼎 孙 编 出 丛 书 之 鼻 祖《儒 学 警

悟》，沿及明清两代，丛书的汇刻日趋兴盛。张元

济承天降之大任，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
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

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身在商务印书馆６０年，商
务先后出版了４０多种古籍丛书。其中由他自辑，
或用涵芬楼名义和商务编辑人员名义辑印的丛书

１２种，用涵芬 楼 名 义 影 印 的 丛 书１６种。其 中 尤

以他费数十年心血矢志编印的《涵芬楼秘笈》、《四
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

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明杂

剧》成就最为卓著［３］。
（二）《涵芬楼秘笈》
张元济、孙毓修等纂的以影印为主的 汇 编 丛

书，于１９１６－１９２６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凡

１０集，５１种，１４２卷。涵 芬 楼“以 公 司 之 力，旁 搜

远绍，取精用宏，收藏最富。悯古本之日 亡，旧 学

之将绝，出其宋元善本，次第摄印，汇入四部举要，
成古今未有之丛书。“以罕见的旧抄、旧刻、零星

小种厘定编次，世所绝无的版本为主刊行于世，取
“涵芬楼”为名，别为秘笈。原书仿照鲍氏的《知不

足斋丛书》的体例，以８册为一集，共收书５２种。
其是一部以搜奇集异和影印存真为其宗旨的古籍

丛书［４］。
这部丛书大多稀如星风，确实有不少 罕 见 之

秘籍，为它丛书所不收，为此丛书所独有；它所收

元明人的著述居多，还有少数宋人唐人清人的著

述；全书和《知不足斋丛书》一样，既没以类相从，
又没以时代为序，而是随收随出；它所收主要为笔

记杂录和文集，笔记杂录中对于文史有参考价值

者不少，文集主要为宋元人罕传的文集，无疑对研

究宋元的文学、历史和学术思想增添了资料；其他

还有一些属于金石、目录、曲谱、史籍补编等方面

的著述。它多据旧抄本和写本影印，像影宋抄本、
唐写卷子本、手稿本、永乐大典本等都极为珍贵，
版本价值高；其中有些足本为以前所不及。这部

丛书中有少部分书未用影印，而用排印，校对比较

认真。如《山房集》抄本，鲁鱼帝虎，几不可读，用

别本两两相校，改正很多，并别为勘误附于卷末。
它在各书后还附有编纂者的跋语，对各书的作者、
版本优劣、流传情况、内容梗概等作了说明，并间

有评论和考证。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５］。
（三）《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为张元济主持影印的巨型古籍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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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其最初动议在１９１５年５月［６］２３６。精选底本，
涵芬楼书而外，求诸海内外公私５０多 藏 家［７］，反

复比较，择优付印。若古本卷帙已经不全，辑纂者

就补以后出善本。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２年印成。收书

３２３种，共８５４８卷，用 六 开 线 装 本 装 订 成２１００
册。重版本于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其 中２１种 换 成 了

更好的底本，４４种 书 增 补 了 缺 卷 或 缺 页，或 过 录

名家校语、或比勘旧刻辑成校记附在书后，故种数

虽未变，卷帙上已增至８５７３卷、２１１２册［８］。重版

后书名 改 称《四 部 丛 刊 初 编》。１９３４年 印 成《续

编》，共７５种、５００册。《三 编》至１９３６年７月 陆

续出齐，共收书７０种，装订成５００册。张 元 济 原

本打算续出《四编》，影印工作亦已展开，终因抗战

全面爆发而终止。该丛书从筹划辑印 至１９３６年

出齐，前 后 历 时２０余 年，共 收 书４６８种，近 两

万卷。
该丛书分类依四库法，收入较多唐以 前 的 著

作，取舍较严的是宋元以后书籍。每书在著录书

名﹑撰人﹑卷数外，版本和收藏图记亦涉及，作为

善本书目毫不为过。续编﹑三编书后多附题跋，
描述版本﹑兼及内容，可参考。方法采用照相石

印，字体清晰便览，将大小不一的古籍印制成统一

的 规 格。该 丛 书 常 用 性、广 泛 性、原 始 性、总 汇

性———完善周备的总体特征，展现 出 总 结 前 代 的

集大成气象，是针对《四库全书》而纂，代表了他在

学术文化领域中追求完善的境界。初编面世后不

久，就被学界推许为与《水乐大典》、《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比肩的“四大编纂”［９］。张元济本

人也自豪 地 称 之 为“学 海 之 巨 观，书 林 之 创 举”。
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该丛书又由上海书店和台

湾商务印书馆分别影印出版。
（四）《百钠本二十四史》
张元济原拟影印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纳入《四

部丛刊》史部首位，旋发觉殿本多脱误损伤史实，便
决心集旧刻善本另行影印，艰苦蒐求不惮烦劳，得
宋本１５种、元本６种，《元史》得洪武刊本，《明史》
用清殿本，仅《旧五代史》早佚不得，张氏精心考察，
诸方托询，不得已只好用嘉业堂刘氏刻《大典》注

本。且上述宋、元、明各本，却非都是首尾整齐，而

有残缺，则又设法选择缀合，务令完善。如《后汉》
用绍熙刊本，缺五卷半，以元覆宋本配补；再如《三
国》、《宋书》、《旧唐》、《新唐》、《宋史》、《金史》均同；
这样很 像 僧 人 百 衲 袈 裟，故 名 曰《百 衲 本 二 十 四

史》。衲史初版于１９３０年８月到１９３７年３月间。

张元济除筹划外，独任校雠，每一史撰跋文附尾，厚
达一百数十册的衲史校勘记跋，后又寻出今本旧刻

异同１６４则，为《校史随笔》二册，功夫可谓专谨之

至，其经始之难、图成之劳，傅增湘《〈校史随笔〉序》
曾有详述。衲史是针对殿版二十四史而纂，体现出

张元济在学术文化领域中追求逼真的境界。
张元济“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

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
摘要以书于后”［１０］。对殿版《二十四史》胪列了“检
稽之略、修订之歧、纂辑之疏、删窜之误、校刻之粗

忽”五大失误，后世学者对殿史所作进一步的摘发

纠谬，均未超出此范围。“学术上二百年之阴霾，一
旦扫除，想亦以为快也。”［１１］其“公案”的对象是清

朝钦定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所要着力扫除的阴

霾，便是政治统治权在学术领域里的延伸和肆扰。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中 华 书 局 出 版《二 十 四 史》
点校本，即用张元济的衲史校勘记作为点校依据。
而海峡对面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８１
年间，已将《百 衲 本 二 十 四 史》先 后 重 印 了 五 次。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张元济的成就至今仍具有不

可替代的规范作用。
（五）《续古逸丛书》
张元济仿黎庶昌《古逸丛书》体式，辑印的一

部专收古籍善本的综合性丛书。全书除《孔氏祖

庭广记》据蒙古本、《水经注》据永乐大典本外，其

余４５种均以宋本为底本，其中除《春秋公羊疏》和
《中庸说》二种为残卷外，皆为全本。其母本来源

除涵芬楼自备外，主要借自傅增湘的双鉴楼、萧山

朱翼盦、铁琴铜剑楼、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日本几家

藏书楼的藏书。该丛书于１９１９年出版第一种《宋
椠大字本孟子》至１９５７年纪念商务建馆６０周年

出第４７种 宋 刊 本《杜 工 部 集》（由 顾 廷 龙 协 助 校

勘），使该书成为商务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首尾

３８年）的一部丛书［１２］。其收书范围与黎氏《古逸

丛书》相仿，所收著述，按刊印年代排次先后，上起

周，下迄宋，以唐宋人著作居多，收书兼跨四部，内
容涉及哲学、宗教、经学、文学、文字音韵学、史学、
目录学、军事学、杂学考证等方面。

该丛书采用照相石印技术，采用厚质 精 白 宣

纸印成，外加黄褐色染古色纸书面，套以深蓝色布

函，外观十分典雅，是张元济在学术文化领域中追

求审美 境 界 的 代 表。就 此 王 绍 曾 先 生 归 纳 了 三

点：一为影印，而不同于黎氏《古逸丛书》的景刻，
传真度高；二为版式依原书大小，不同于《四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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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三是所选底本皆精善罕见。故此书将大量世

人难见的古文献汇为一编，不仅起了保存的作用，
而且便利了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１３］。

（六）《丛书集成初编》
该丛书是张元济发轫的汇编性大型丛书。张元

济考虑唐、宋以下，若干偏僻零碎著述，大都存于前

代丛书里面，不少重要文献，该作综合裒辑。从１９３５
年开始，他指导识拔培养的助手继承人王云五，着手

辑印《丛书集成初编》。计划从１９３５年起分１０批出

齐，每批４００册，共４０００册，后因抗日战争干扰﹐仅

出版了３０６２种，３４６７册；还有１０４５种，５３３册未出。
张元济负责了《丛书集成初编》的选目任务。

１９３５年上半年展开工作，从数百部丛书中择优选

取百 部 以 集 古 今 丛 书 大 成。所 选 元 刻《济 生 拔

萃》，明刻《今献汇言》﹑《范氏奇书》等罕见的都已

传本不多，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粤雅堂丛

书》﹑《知不足斋丛书》等则内容丰富，是研究古代

文史的实用之书。张元济还亲撰《丛书百部提要》
附于《丛书集成初编目录》，提要文字极其简明，逐
书分述各书源流、版本记述、内容与价值，颇有助

于对丛书状况的了解，也是一册很好的丛书版本

学参考书［１４］。该 丛 书 的 出 版 形 式 和 子 目 分 类 是

由王云五负责决定的［１５］。该丛书以排印为主，开

本较小，也有不宜排印的，改为影印。以一书一册

为主，全书编排依王云五所编《中国图书统一分类

法》，是古籍编排较早用现代分类法的范例。
（七）《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四库全书》七部在清末民初尚存四部。张元

济十分关心《四库全书》的存亡，１９２４年就呼吁及

早影印以广流传，北洋政府虽已采纳，阻于战争未

果，１０年后国 民 政 府 教 育 部，才 组 织 委 员 会 聘 他

主议，通过由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选定未刻

的书２３１种，编为《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

承中央图书 馆 委 托 影 印，缩 成 六 开 本，１９３３年 付

印，至１９３５年分４次 出 全，分 装１９６０余 册，影 印

了１５００部。其 多 半 为 失 传 而 重 辑 的 书，十 分 珍

贵。尽管从学术观点看，《四库全书》价值不高，大
都经过增、删、改、换，失去原书真实。该丛书的编

纂虽非张元济主持，但动议、取舍至完成，始终由

他热心贯穿，功莫大焉。
（八）《孤本元明杂剧》
该丛书是 张 元 济 主 持 编 纂 的 专 科 性 孤 本 丛

书。元代戏曲最为繁盛，沿及明代流风遗韵经久

不衰，作 品 极 为 丰 富，但 至 近 代 仅 存１００余 种。

１９３８年在上海发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２６９
种（实际为２４２种）。除去见于明代臧懋循的《元

曲选》及他本者９４种，重复之本４种之外，共得未

见之本１４４种，是极其宝贵的古代戏曲 典 籍。为

了使其广为流传，１９４１年商务印书馆将此１４４种

人间孤 本（刻 本６种，抄 本１３８种），以 聚 珍 版 排

印，线 装 三 十 二 册，印３５０部。名 为《孤 本 元 明

杂剧》。
该丛书是张元济、王季烈联手三年整 理 校 定

的。第一，全书次序仍依钱氏也是园目录，其原编

间有不合者，均予订正。由于某些原无名氏曲，考
知其作者后，重新调整了其次序。对于原有次序

失当之处也做了适当的调整。第二，标点和统一

全书体例。原本形式参差，曲白句读，概 无 标 点，
今一律以单圈断句，版式划一。原本做科云唱，详
略不一，也加以整理划一。原本有四十种楔子、均
不分析，均一一为之增补。第三，校订文字。对于

赵氏所校一一重新复核，择是而从。确为讹误，即
行更正。不可确定者，未敢轻意改动，仅加疑误字

样于下，比较审慎。对于重出衍文删削，显属脱文

增补，一些袭用的俗字和人名错误也都据以改正。
第四，撰写各杂剧提要冠于书前。考订了作者，注
明版本及其剧的流传情况，对于各杂剧的情节、内
容、曲文，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并间有议论和评

价。如费唐 臣 的《苏 子 瞻 风 雪 贬 黄 州》提 要 说 此

剧，“元及明人杂剧三百余种，此本堪云观止”。沉

埋数百年的绝世国宝，在这烽火弥漫的岁月重见

天 日 并 整 理 出 版，其 意 义 早 已 超 出 学 术 研 究 的

范围［１６］。

结　语

　　张元济身处动荡的近代社会，一方面他在努

力搜寻善本古籍，辑校，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

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

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所以

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眼光、胸

怀和毅力。张元济收书、藏书是为了抢救祖国历

史文献，遏止典籍外流。他整理出版古籍是为了

保存和复原历史文献的真实面貌，扫除政治权力

和意识形态所添加的各种迷蒙雾障，使被扭转的

历史再扭转过来，为学术的新陈代谢和自主发展

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涵芬楼秘笈》是一部以搜奇集异和影印存真

为其宗旨的古籍丛书；《四部丛刊》以其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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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与资料价值，成为公认的古典文献宝库和

学者必备之书，由民间学者独力完成这一“四部”
大业，确实可称作是空前的创举；《百衲本二十四

史》作为一项独特的人文景观，是与张元济的名字

密不可分的，这就像西塞罗与古罗马演说术、牛顿

与经典力学、肖邦与音乐浪漫主义或者屈原与《离
骚》、朱熹与理学、钱大昕与考证学等已成为惯语，
昭示出人 类 文 化 独 创 力 的 恒 久 意 义；《续 古 逸 丛

书》“与原本无毫发之异”，使得“世间佞宋之人不

得见真宋本者，犹得见宋本之化身”；《丛书集成初

编》基本将民国之前有重要价值的丛书网罗在内，
将保留在古籍丛书里的大量笔记﹑丛抄﹑杂说以

及稀见文集﹑零星著作汇成一集———千年丛书之

精华，对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堪
称书林创举；《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多半为失

传而重辑的书，十分珍贵；《孤本元明杂剧》，赵振

铎认为这是近五十年来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

简的重要发现。这七部丛书大多卷帙浩繁，工程

巨大，在促进学术和造福于人类文化方面具有难

以 估 量 的 价 值，为 传 播 文 化 遗 产 做 出 了 重 大 贡

献［１７］，如北斗七 星，在 中 华 文 化 的 灿 烂 星 空 中 熠

熠发光。然其经始之难、图成之劳，正如张元济自

己所说：“影印之事，如果早十年，各种条件没有具

备，不可以做：迟二十年，物力维艰，就不能够做。
能于 文 化 销 沉 之 际，得 网 罗 仅 存 之 本，为 古 人 续

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可是于甄择既定之本，尚未

版行，而碰到赢火横飞，成为灰烬，这又多么不幸

啊！幸与不幸，真是可为长叹息者也。”［６］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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