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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先生访购古籍的活动 

 

李坚 

 

出版大家张元济先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开拓了多种划时代的出版物，把商务印书馆

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企业，为发展现代教育、传播西方文化、宣扬先进思想立下不朽的功勋。同时，

他为中华古籍的整理出版献出毕生精力，在动荡年代中不仅抢救保护了古籍，而且为后人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

民族文化遗产。本文拟就先生采购古籍的活动作简要介绍，以示先生之功绩。 

张元济先生收购古籍具备很多先天的优势。耕读世家海盐张氏历代多读书、著述、藏书、刻书的知识分子，

张氏先祖建立的涉园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地。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出身的张元济先生，旧学功底极其

深厚，对古籍当然是熟悉和了解的。而且，张元济有很多藏书家朋友，如缪荃孙、傅增湘、孙毓修、孙楷第、

孙壮等，张元济与他们书信往来频繁，多涉及古书搜求，版本源流及鉴别，校雠异同等问题，他们为张元济收

购古籍提供了极大帮助。20 世纪初，不少私家藏书楼的藏书纷纷流入书市，也为张元济采购古籍提供了条件。 

同时，张元济先生收购古籍又是工作的需要和时势所迫。在他投身商务印书馆并于 1904 年担任编译所长后

不久，“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自有者。”（张

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从此开始了收购古籍的活动。另外一方面，“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近代中华国势衰微，连连战祸，许多珍贵典籍不断散失，五千年中华文明

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因此，他决心抢救濒于灭绝的古代文化，对张元济来说，用商务的资金，尽力保住

这些古籍，亦即保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力所能及的。 

1904 年，绍兴徐树先的熔经铸史斋藏书要出售。徐与张元济的同年好友蔡元培是故交，经蔡元培介绍，商

务印书馆照单全收，把 50 大橱古籍全数买下，作为资料室奠基的第一批藏书。 

从此，张元济不间断地为商务收购古籍，他家的门口挂了“收买旧书”的红底黑字铁皮牌，商务同人还建

议登报征求。这样，书籍源源而来，收获不小。张元济为商务收购旧书渐渐出了名，却几乎招来杀身大祸，有

人把炸弹藏在书中送来，庆幸没有在张家爆炸，此事发生在商务创始人夏瑞芳遇刺前不久，估计也是暗杀商务

领导人的阴谋之一。此后张宅门口的收购旧书的字牌才悄悄摘下了。 

1905 至 1907 年，为阻止陆氏皕宋楼藏书东流日本，张元济竭尽心力。虽然夏瑞芳慨然允以八万元，但对

于购买价值连城的皕宋楼藏书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皕宋楼主人陆树藩甚至都没有允许张元济看一眼书。1906

春，张元济进京，见到军机大臣、学部大臣荣庆，恳请政府拨款购买，作为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基础，荣庆置之

不理。政府熟视无睹，民间又力不从心，皕宋楼的宋元善本悉数东渡，张元济后来“每一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每次去北京，花在书肆中的时间很多，亲自为涵芬楼选购古籍。1920 年得知扬州何氏的藏书要出售，

就特地约了葛嗣浵、吴侍秋去扬州观看。当年谐价未妥，五年后何氏又来求售，张再赴扬州，时军阀战事发生，

张元济冒着生命危险，以最快的速度将 4 万余册书安全运抵上海。 

20 多年间，缪氏艺风堂，顾氏謏闻斋、丁氏持静斋、盛氏意园、蒋氏秦汉十印斋，以及浭阳端氏，荆州田

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等多家藏书，先后为涵芬楼收购，其中包括著名的宋本《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本《史

记》，宋绍兴刊本《后汉书》，宋庆元刊本《春秋左传正义》等。 

1926 年，张元济为涵芬楼收购吴兴蒋氏密韵楼藏书，其中就有《永乐大典》十册。这次购书费银 16 万两，

引起商务股东不满，但为抢救国宝，张元济襟怀坦荡，顶住了压力。 

从民国初年开始，张元济锐意为涵芬楼收购全国各地方志。他通过设在各地的商务分馆搜集所在地及其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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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府县的志书，并通过各地友朋设法购买借抄。至 1932 年，收集各地方志达二万六千余册，凡全国府、州、县

的志书已收得百分之八十四。 

张元济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

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秉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至 1932 年，张元济为涵芬楼收购的古籍达三千余部，近三万册。这些古籍一方面充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

馆，同时为辑印《四部丛刊》及其续编、三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二八”事变后东方图书馆被日本人纵火焚烧，全部藏书毁于一旦。张元济痛心疾首，甚至自责说：“这

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 50 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

免这场浩劫。”当然这不是先生的过错，而是全民族的灾难！ 

张元济先生在在为涵芬楼收购古籍的同时，也注意自己祖上涉园收藏过的典籍，包括张氏先人的遗著和刊

刻的书籍，后来还扩展到了浙江嘉兴府所属各县先哲的著述。这成为张元济本人藏书颇具特色的专题，他为此

花费了数十年心血，收藏中不乏有价值者。1939 年合众图书馆成立后，张元济便将这批近千部约三千八百册的

藏书，全部捐赠合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