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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林家有

王雲五是歷史文化名人，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與偉

大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是同縣人。王雲五的父親是外國

洋行在上海的買辦，所以他出生在上海，幼年雖回廣東香山故鄉

生活幾年，他懂粵語、喜歡粵菜，但因他出生在上海、成長在上

海，做事和成名也在上海，上海人的精明、包容、善思、刻苦的

品性對他的成長影響很大。雖然廣東人的敢為天下先、勇於開拓

和善於創造的歷史文化對王雲五也有影響，但這並不是王雲五成

長的主要原因。

王雲五沒有接受過高等學校系統的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的

教育，也沒有出國遊學接受西方英、法、德、美各國和東方日本

的科學培養，只是一個靠自學、勤奮苦練成才的文化人。他教過

書、講過學、做過研究、寫過書、編過書，還發明四角號碼檢字

法，成為一位遠近聞名的文化奇人。王雲五在文化上的成功，

誠如金炳亮在《苦鬥與壯遊：王雲五評傳》書中所說，不是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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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不是靠恩賜，而是靠他的「苦鬥」品格和「不服輸」的奮鬥

精神。

歷史是講過去的人和事，但歷史畢竟與現實不同，所以對待

歷史上的人和事，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和方法去審視歷史上

的人和所發生的事。每一個人都離不開他生活的時代和具體的

歷史條件，評判歷史人物和事要從歷史的角度去探討人的一生，

說明他成功和失敗的緣由。王雲五在經營海峽兩岸商務印書館時

出版了中國大量文化典籍和文化教育的讀物，對於傳承中國五千

多年的優秀傳統文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不是全盤西化論者，也

不是食古不化的頑固的封建傳統的守護人。他主持編的書，他寫

的文章，雖也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但他不認為中國「百事不如

人」，也不主張「議古論今」，更不認為「今不如昔」。晚年他雖也

有幾事哀歎，因為國民黨丟了大陸，對共產黨執掌中國的大權心

有不甘。他時有流露出對國民黨無能的指責，也有反共的言行，

對於外來文化也有新的思考。這就是歷史，歷史可以造就人，但

歷史也會傷害人、誤會人。這一切王雲五都經歷過。抗日戰爭全

面爆發後，王雲五的商務印書館經營困難，他焦慮不安。他一會

到南京，一會又到北平、重慶，一會又回上海，來來往往，一晃

多年過去了。在萬般無奈之下，王雲五由文化界投身政界。1938

年 4月，王雲五作為文化界的代表，被選為蔣介石國民政府第一

屆參政會參政員，開始投入政壇。1946年 6月，王雲五還出任南

京國民政府經濟部長，並兼任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蔣介石想通

過王雲五來穩定金融和經濟，可是這時王雲五已經 59歲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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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從心了，蔣介石對他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次年王雲五又

擔任國民政府政務委員和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在錯誤的時間，

作了錯誤的選擇。國民黨政權已經行將就木，垮台即在眼前，是

留在南京為蔣介石腐敗政權看守、送終，還是一走了之，王雲五

選擇了後者。1948年 11月，他攜家人飛往廣州，次年又移居香

港，1951年 3月又由香港飛往中國的臺灣，定居臺北。王雲五

這一走到了臺灣，蔣介石當然高興一陣子，因為他在臺灣天天叫

喊反攻大陸，光靠那些拿槍的武人不濟於事，因此蔣介石對於投

奔臺灣的大陸重量級文化人給予籠絡和收買，藉此安定人心。如

胡適給予「中研院」院長、蔣夢麟給予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校長、

傅斯年則出任臺北臺灣大學校長，王雲五也混了個「考試院」副

院長、「行政院」副院長的頭銜。這就決定王雲五這一生從喜劇開

始，而以悲劇告終的命運。

政治無情，人有情。王雲五家鄉中山市人民對王雲五的「苦

鬥」精神，自學成才的經歷至今仍津津樂道，對於他離開大陸後

至 1979年 8月在臺北過世前未能回故鄉一趟，感到有點惋惜。

對於像王雲五這樣的兩面性人物，過去大陸、臺灣學術界評論不

一，各說各的話，不過這是學術問題，學術應該允許，也應該進

行自由討論，求得一個合理的、公允的解釋，給人們一個正確的

啟導。

金炳亮長期在出版行業工作，對於王雲五經營商務印書館

的經歷發生興趣，這是自然而然的反應。近年來他在繁忙的工

作中，仍然重視對王雲五資料的搜集，並在 2006年於廣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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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文化奇人王雲五》一書。之後他又對王雲五進行全

面、系統的研究，歷經數年終於寫就這部《苦鬥與壯遊：王雲五

評傳》。本書的初稿和二稿，我都認真地讀了多遍。本書史料豐

富，行文流暢，觀點有創新，評判據事而議，結論謹慎。本書對

王雲五的人際關係也有較多陳述，是一部具有學術性和可讀性的

成功之作。我為金炳亮在人物研究中的方法和審視問題的角度以

及評判人物的原則表示讚賞和肯定。

人的一生是很複雜的，每個人生命背後都有許多故事。一個

人之所以成功與失敗，抑或他之所以這樣而不那樣，這裏面有許

多原因。現在的人來研究歷史人物，得到的只是相對的結論，而

非絕對真理。當然，知己固不易，知人則更難，在人物研究中不

可過於武斷；要做到這一點，研究者的學養固然重要，但研究的

方法和視角也很重要。金炳亮這部王雲五評傳，講王雲五的主要

經歷，評王雲五的成功和失誤的原因也比較恰如其分。祝金炳亮

成功完成王雲五評傳的寫作和出版，並期盼他繼續努力，不斷有

新著出版，為文化建設作貢獻。

（作者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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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雄

評傳作者金炳亮兄約聚，並面囑為新稿撰序。能第一時間奉

讀此稿，因關乎商務印書館的史事，欣然拜讀。近 500頁的煌煌

巨著，專心致志，也足足花了兩個星期才算讀過一遍。至於囑咐

撰序，閱前看後，都覺躊躇。心忖金炳亮兄之意，囑託撰序者，

無他，以本人曾經服務香港商務印書館愈三十年，是商務中人，

會對商務印書館的館史有所認識和研究，何況又是專治中國近代

史的。不過金炳亮兄還是誤會了。

本人之所以從事出版工作，並入職香港商務印書館，自有認

識和理解到近代中國的出版業、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

文化教育的重要影響的因素。另外，雖然專治的是中國近代史，

然而，對近代中國的出版和新聞業，卻未認真做過專題研究。至

於服務商務印書館愈三十年，對館史的研究，亦措意不多，只停

留在治近代史者和任職者的認識水平。當然，既服務長達愈三十

年，對商務印書館的立館宗旨和一貫的企業精神，還是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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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和認識的。這些體會和認識，前後在商務印書館 90、100、

110和 120年館慶紀念中，屢有表述。

通讀此稿，實獲益良多。除增進了對王雲五的全面認識外，

更加深了對商務印書館在近代中國出版業和近代史地位的更完整

的認識。故不揣淺，談談我的一些讀後感，而實未副金炳亮兄和

讀者作為序的期望。

金炳亮兄是一位資深的出版人和出版經營者，深諳編輯出版

的門道和出版經營的要領，是出版業的局中人，內行人。所以在

闡述傳主和商務的出版思想和經營理念，尤見鞭辟入理。從這個

角度，此書的面世，書內不少篇章，可供主管和從事出版業者、

甚至是文化企業經營者參考和借鏡，有助打破常糾纏在文化與市

場取捨中的迷惑。出版業和出版工作，尤其像商務印書館這樣性

質的出版社和圖書經營者，兼具文化教育的強烈理想與努力不懈

的企業經營的追求，如不諳其特有的企業性質，實無法彰顯其歷

史的地位和貢獻。在這方面，著者書中着墨甚多，是同類研究著

作中的一大特色。

挽近幾十年，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文化思想的範疇，無疑是

其中的顯學，但研究重心頗見偏頗，所謂文化思想的研究，多側

重主導者的言論而輕忽社會大眾的普羅意識。如商務印書館及其

重要人物之在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教育、社會思潮以至近

代企業創造等方面，不僅對社會的上層，對大眾社會，都產生過

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兹舉一例以證之，商務印書館連同中華書局

等出版社，其出版的教科書，實主導和塑造了近代中國的國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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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其影響可謂大矣、廣矣、深矣！如此這樣關乎社會大眾的啟

蒙和普羅意識，長時間內，研究是相當零落的，因此也反映不出

近代歷史發展的全貌。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關於商務印書

館及其人物的研究漸多，但從某種意義來說，大部分的研究，仍

然是作為企業史去處理的。近十年，關於商務印書館及其人物的

研究勃興，而且能跳出企業史的研究格局，而將之納入中國近代

史發展的大脈絡中去考察，這是一種明顯的進步。2017年 8月，

為紀念商務印書館成立 120週年，由北京大學和商務印書館合辦

的「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化的興起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

一個具體而微的明證。是次研討會的研究論文，不說精粗之分，

詳略之別，但省觀所發表的題目，視野之廣，研究角度之新穎，

以至能緊扣中國近代史的大課題而作出的闡述，都是令人耳目一

新的。可以預見，以商務印書館為首的近代出版業的研究，將成

為日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新熱點。金先生此著作的出版，

雖云以王雲五為傳主，以商務印書館為脈絡，但其內容實逸出傳

主和商務印書館本身，而幅射到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大流中。從這

角度而言，這部著作又不啻是中國近代出版史和文化教育史的導

讀本。

此書傳主王雲五先生，從商務印書館本身館史而言，貢獻是

大的，卻又是一位爭議性不少的人物。何況作者對傳主的研究，

是全方位的，不以商務印書館和出版史為限。對於傳主，其在中

國近代史上的地位，比之他視為至友的胡適之一樣，更是「譽滿

天下，謗亦隨之」的歷史人物。中外古今，評價歷史人物，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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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何況中國近代，風起雲湧、瞬息變幻的變局，歷史人物

的評價更形困難。對王雲五這樣毀譽參半的人物，明顯見到，作

者比之以往的研究，力求客觀、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去撰述的。

至於作者對傳主的評議，自當仍爭議難免。關鍵在於著作的研究

和撰述，是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漸能擺脫一時的偏見，回歸

客觀。

(作者係香港出版總會永遠名譽會長、歷史學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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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海峽兩岸的王雲五

引言：海峽兩岸的王雲五

1979年 4月 10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在人民大會堂臺

灣廳舉行職工座談會，曾任新中國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文化

部部長的茅盾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老同志參加，會上提議

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建立聯繫，交流出版物，互相通信，探親訪友。

8 月 13 日，王雲五的老朋友、一直住在上海的潘序倫

（1893—1985）在香港報紙刊文，內有「弟兄和合，重見端倪，故

園春意盎然，桃李成蔭，尚望早日歸來，共襄『四化』大業，使我

中華民族，巍然卓立於天地之間」。1此文的「統戰」意味（潘序

倫時任上海市政協委員），表明中共對王雲五的態度已發生重大

變化。

但是王雲五等不到這一天了。

就在該公開信發表次日，王雲五在臺北病逝。歷史，沒有再

為王雲五重返大陸的「壯遊」提供這樣的機會。在 20世紀 80年

代胡愈之、茅盾、葉聖陶這些當年曾經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與王

1 《潘序倫書壽王雲五》，載《潘序倫文集》，立信會計出版社 20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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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五共事多年的老人相繼去世之後，海峽兩岸的兩個商務印書館

握手言歡的故事，只能留待他們的繼任者來講述了。

當 1948年底王雲五匆匆離開大陸，他絕沒有想到是一去不

復返。1949年的大風大浪將海峽兩岸阻隔為完全不同的兩個世

界。王雲五時刻想着「反共復國」，重返大陸；然而他能做的，只

是千方百計地復興臺灣商務印書館；他以為他承繼了商務印書館

的血脈，然而，他認定的「那一個」商務印書館早已終結在「民國

時期」的歷史書寫之中了。

1954年，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由上海遷到北京（之前已設駐

京辦事處，編審部和出版部隨後也相繼遷往北京），實行公私合

營，改組為高等教育出版社（仍保留商務印書館的牌子）。1957

年，商務印書館恢復獨立建制，由文化部主管。出版範圍為：「以

翻譯資本主義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為

主，並出版中外文的語文辭書。」1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也相繼創建了商務印書館。

1988年，海峽兩岸和港新馬的五家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實現

歷史性的會晤。繼王雲五之後擔任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張連

生，到北京訪問了商務印書館。

在很長一段時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似乎忘記了王

雲五這個人物的存在。不過，可能是因為四角號碼檢字法太過

普及和深入人心，王雲五的這項發明不但沒有消失，而且發揮了

1 《商務印書館 110年大事記》（1958年），商務印書館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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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重要的作用。早在 1950年 8月，還在私營未改組之前的商

務印書館，就在上海編寫出版了《四角號碼新詞典》。之所以加

個「新」字，是表示新中國的「新」，是區別於「舊中國」而言的；

然而內容卻是舊版王雲五編著的《四角號碼學生詞典》的修訂增

補。作者的署名自然不可能是王雲五了，而代之以虛化的「商務

印書館編輯」。《四角號碼新詞典》到 1962年 5月已出至第六次

修訂本，僅在上海（全國還有其他印刷點）就印行至第 29次，累

計印數報紙本 584.55萬冊，高級紙本 43.17萬冊。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出

版活動基本停了。《四角號碼新詞典》也不再重印和修訂再版。

1971年，周恩來總理在聽取文化口出版組的工作彙報時說：「王

雲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為甚麼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一個人有

問題，書就不能用了？它總有可取之處嘛！」「要懂得水有源樹

有根。⋯⋯《新華字典》也是從《康熙字典》發展來的嘛！編字典

可以有創造，但創造也要有基礎。」1這可能是 1949年之後中國

大陸第一次公開提及王雲五的名字。要知道，即使《四角號碼新

詞典》暢銷多年，王雲五的名字也是作為一個忌諱，被「輕輕抹

去」的。

既然周總理發了話，《四角號碼新詞典》繼續印行。在《新華

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正式出版發行之前，《四角號碼新詞典》

實際上發揮了這兩本全民工具書的作用。1977年，在《四角號

1 《周恩來選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67-4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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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新詞典》第 8次修訂時，王雲五的「舊四角號碼」被「新四角號

碼」所取代。不過，此後，音序檢字法和部首檢字法逐漸取代了

四角號碼檢字法。2008年，以「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名義

修訂的第 10版《四角號碼新詞典》僅印了 1萬冊。四角號碼檢字

法及相關工具書此後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時的多位同

事，成為新政權的高官。其中陳雲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副總理，但陳雲早年在發行所，而王雲五在編譯所，兩人工

作上沒有交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陳雲也沒有提及過王

雲五。王雲五在編譯所時的幾位同事胡愈之（1896—1986）、茅盾

（沈德鴻）（1896—1981）、鄭振鐸（1898—1958）、周建人（1888—

1984）、葉聖陶（1894—1988），都做了新中國的文化事業領導

者。胡愈之，1914年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做練習生，20

世紀 20年代實際負責《東方雜誌》編輯事務，1928年離開商務

印書館赴法國留學，1931 年回國重返商務印書館，1932 年 10

月商務印書館復業後主編《東方雜誌》，

1933年離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

愈之是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後任文

化部副部長。茅盾，原名沈德鴻，1916

年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20年代初在編

譯所主編《小說月報》，將其辦成新文學

運動的主要陣地；1925年離館走上職業

革命家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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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

協會主席。鄭振鐸，1922 年入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創辦《兒童

世界》雜誌，1923年接茅盾主編

《小說月報》雜誌；在編譯所工作

期間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元老

高夢旦之幼女高君箴結婚；1927

年離開商務印書館赴英國留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振鐸曾

任文化部副部長、文物局局長。

周建人，1921 年入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編譯自然科學著作，直

至 1932 年「一． 二八」事變；

後又短期再入商務印書館。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建人曾任出

版總署副署長、高等教育部副

部長。葉聖陶，1915—1916年在商務印書館附設尚公小學任教

員，1923年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1928年任《小說月報》主編，

1930年離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

育出版社社長、中央文史館館長。

胡愈之、茅盾、鄭振鐸、周建人、葉聖陶都是王雲五主政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時的多年同事，也是王雲五頗為倚重的編譯所

業務骨幹。相互之間，他們應該都不陌生。可是由於兩岸阻隔，

1982年 2月 7日，陳雲為紀念
商務印書館成立八十五週年題詞：
「商務印書館是我在那裏當過學
徒、店員，也進行過階級鬥爭的地
方。應該說，商務印書館在解放前
是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
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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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由於意識形態的高牆封鎖，他們之間不但完全不通信息，而

且囿於各自的政治身份，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談到對方。即使偶

爾談及對方，海峽兩岸的當年同事對於同一事件的描述也多有不

同，甚至截然相反。

以相對與王雲五交集較多的胡愈之為例。對於 1930年 6月

23日下午在巴黎與胡愈之的會面，王雲五曾在回憶錄《岫廬八十

自述》中有簡短的憶述：「是日下午，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助理編

輯胡愈之自鄉間來訪。愈之以編譯生考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嗣

在東方雜誌助理編輯，寫作甚有進步，前歲自費來法國留學，研

究國際法。」1雙方談了些甚麼則沒說。對於胡愈之在「一． 二八」

事變後商務印書館復業時擔任復刊的

《東方雜誌》主編半年即離職之事，

王雲五在寫於 1954 年（其時胡愈之

已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總署署長）

的《關於東方雜誌的回憶》中，稱自

己因為「愛才」，「乃依序擢胡氏為主

編」；「惜其擔任此席後，所收外稿，

甚至自撰社論，頗多不合『國策』，

我不得不加以勸告。有一次不得已撤

去其已發排之一文，胡氏為此深滋不

1 《王雲五文集》陸（上），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87頁。

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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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遂請辭職。」1這段回憶與胡愈

之、茅盾等的回憶基本一致。而王

雲五寫於 1971 年的《重印東方雜誌

全部舊刊五十卷序》在回顧雜誌歷史

時，對胡愈之曾任主編之事則隻字未

提：「本志首任編輯人為杜君亞泉，

次為錢君智修，歷時最久；復次為李

君聖五⋯⋯」。2

胡愈之寫於 1978年的回憶錄提

到那次在巴黎的會面。「我在法國遇

到過王一次。他來找我。他說商務要他做經理，他認為原來的老

先生對付工人沒有辦法，他向商務提出讓他周遊世界一次，專門

看看大工廠，專門考察管理工人的辦法。⋯⋯我看他『考察』的

目的就是想用甚麼手段來更加殘酷地剝削工人和壓迫工人，這就

是他對商務印書館的『貢獻』。」3胡愈之回憶，他接手主編《東方

雜誌》，與王雲五有約在先，就是商務當局不能干預具體編輯事

務，但才幹了半年，王雲五就不讓幹了，因為 1933年元月推出的

新年特輯《新年的夢想》得罪了國民黨。而接任胡愈之擔任《東方

雜誌》主編的李聖五是汪精衛的紅人，後來加入汪偽政府，當了

漢奸。所以胡愈之說王雲五「就這樣用《東方雜誌》投靠汪精衛去

1 《王雲五全集》（10），九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42頁。
2 《王雲五全集》（19），九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60頁。
3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39頁。

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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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

在對王雲五的總體評價上，一方面，胡愈之肯定其在商務印

書館編譯所的改革，認為「從 20年代初期商務印書館在書刊出版

的方針上，作了一些比較進步的改革」2；一方面又斷言：「從歷史

上看來，王雲五是商務印書館走向衰弱和反動的主要罪人」。3

與胡愈之充滿意識形態政治色彩的描述相比，茅盾的回憶則

要具體而生動得多。20世紀 20年代初，為了淡化《小說月報》的

激進色彩，王雲五試圖另辦《小說世界》，將前者淘汰不用的那

些「禮拜六派」「鴛鴦蝴蝶派」的稿件重新啟用，茅盾（沈德鴻）將

這一行為指斥為「王雲五及其同夥之卑劣無恥」4。對於王雲五在

「五卅」運動中捐助 100元創辦《公理日報》，茅盾也沒有刻意迴

避。5對於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工潮中的表現，茅盾多有直觀具

體的描述。

相比之下，學術界則客觀理智得多。1985年 4月出版的《大

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是中國大陸早期研究商務印書

館和張元濟的重要著作，書中稱「商務印書館前後有三位獨當一

面的人：夏瑞芳、張元濟、王雲五」6；認為「商務在五四後終於完

成了走向學術著作等高級讀物的轉變過程」，對於王雲五主政商

1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40-141頁。
2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281頁。
3 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41頁。
4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15頁。
5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04頁。
6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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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印書館編譯所之後的改革成效作了肯定。1

在王雲五去世之後的十年間，兩岸堅冰逐漸打破，出版界和

學術界開始逐漸注意到王雲五。1979—1989年的十年間，以王雲

五為主題的論文發表共有 28篇，說明學術研究已開始起步。20

世紀 90年代，兩岸交往頻繁，1990—1999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的

論文共發表 99篇。2 1997年，上海的學林出版社編輯出版《舊學

新探—王雲五論學文選》，這是中國大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之後最早出版的王雲五著作。1999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又出版

郭太風著《王雲五評傳》，是為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王雲五研究

專著和王雲五傳記。這些研究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強調王雲五的

文化貢獻和成就，同時儘可能淡化其意識形態色彩。90年代出版

的權威辭書《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王雲五」詞條較好地反映了這

些研究成果：

王雲五（1888—1979），中國出版家。原名之瑞，號岫

廬，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1888年 7月 9日（清光緒十四

年六月初一）出生於上海。1906年起，先後在上海同文館、

中國公學等校教授英文。1909年兼上海留美預備學堂教務

長。1912年，先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後在北洋政府

教育部任事。1913年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1917年起，

1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03頁。
2 申衛群：《1979—2013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載《貴圖學刊》2014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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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從事編譯工作，並創辦公民書局，開始出版商生涯。

1925年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並編出《王雲五大詞典》等書。

1930年春，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抗日戰爭爆發後，開始

投身政界，連任 4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政協代表。1946

年，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制憲國大」代表。次年 4月任

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支持反共內戰政策。1948年 5月，出

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為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

在蔣介石授意下，提出幣制改革方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

限制物價，並獲通過實行。但不久即遭到失敗被彈劾下台。

1949年 4月去臺灣，先後任臺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

「總統府」「國策」顧問，「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

長，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職。1979年 8月 14日卒於臺

北。著有《物理與政治》《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四角號碼檢

字法》等。1

在時光的流逝中，意識形態終將退去，而文化的意義會愈為

突顯，並將永存！精明的王雲五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在晚年要

回歸學術、重返出版；他的學生和門徒也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在

評價老師時基本不涉及政治。比較具代表性的是王雲五的學生金

耀基撰寫的兩段文字。

1 《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第 9 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81-
4982頁。



011

引言：海峽兩岸的王雲五

其一是 1977年為立於雲五圖書館門廳的王雲五銅像而撰寫

的文字：

王雲五先生，號岫廬，公元一八八八年生，先生出身於

平凡的學徒，自強不息，以牛馬駱駝之精神，苦鬥不懈，終

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學術、文化、政治、教育上獨特之貢獻

皆已化為時代共有的資產。惟千百年後，先生仍將被記得他

是萬有文庫的主編者，四角號碼檢字法的發明人，現代科學

管理之先驅，雲五圖書館的締造人，商務印書館的偉大鬥士

與化身。王雲五三個字已成為一空無依傍的人憑一己之努力

攀登社會巔峰的象徵。1

其二是 1979年王雲五逝世後撰寫的墓誌銘：

在此九十二年生命中，正值一非常之時代，雲五先生在

人間作了一次極不平凡的壯遊。

先生於學無所不窺，乃罕有之通人。

先生掌館時實行科學管理，開拓文化疆域，發揚國故，

輸入新知，網羅全國學術精英，編印四部叢刊、大學叢書、

萬有文庫等書，氣魄宏偉，識見深遠。領導書界與新教育連

成一氣，出書之多與精，為全國冠。中國讀書人鮮有未讀商

1 金耀基：《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香港，中華書局 2018年版，第 26-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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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書者。商務曾四度毀於國難，而先生四度使之復興。故言

商務必言先生，先生誠商務之偉大鬥士與化身也。

無論為官為商，始終不脫書生本色若先生者，真第一等

人也。1

20世紀 90年代之後，隨着編輯出版專業列入教育部學科規

劃，大學院系陸續開設編輯出版專業，以及相關研究機構漸多，

王雲五的研究逐漸趨熱。2000—2009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的論文

發表達 247篇，而 2010—2013年的三年多時間，發表論文已達

129篇。2儘管王雲五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曾深

度介入近現代中國歷史，但從發表論文的刊物來看，以王雲五為

主題的論文，其刊發期刊按發表數量依序排在前五位的是《編輯

學刊》《編輯之友》《出版科學》《中國出版》和《出版史料》，全部

是編輯出版方面的專業期刊。3以王雲五及相關出版活動作為研

究對象的碩士學位論文為數亦不少。2000年，王建輝的博士論文

《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標誌着王雲

五研究進入到一個較高的階段。王建輝著作將王雲五的出版活動

放進「一個大轉型的時代」進行考察，認為王雲五是中國「出版近

1 轉引自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四），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年版，第 1859-
1860頁。

2 申衛群：《1979—2013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載《貴圖學刊》2014

年第 4期。
3 申衛群：《1979—2013年以王雲五為主題研究文獻的計量分析》，載《貴圖學刊》2014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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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探索者」1。書中對王雲五的出版活動從時代背景、（商務）

內部傳承、文化創新、與思想文化界的聯繫等多方面進行研究，

試圖通過對文獻史料的梳理，「為王雲五尋求歷史的公正」2。可惜

的是，作者對王雲五在去臺之後重振灣商務印書館的經歷沒有進

行研究。1965年，王雲五以近八十歲的高齡，將萎靡不振的臺灣

商務印書館建成全灣首屈一指的出版機構，其自譽為是商務印書

館的「第五次復興」。這一段歷史，對於王雲五的出版活動而言，

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或缺的。

2002年，王雲五之子王學哲從美國返臺任臺灣商務印書館董

事長，加快了王雲五「精神返鄉」的進程。2005年和 2007年，王

學哲編輯的兩本王雲五著作單行本簡體版《我怎樣讀書》和《岫廬

八十自述》，分別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

者是王雲五晚年寫的回憶錄，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諸方

面，大大突破了過往出版王雲五著作集中於文化和學術的限制，

為研究者提供了較為全面的第一手資料。2010年，《王雲五文

集》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隨後 6卷 11冊的《王

雲五文集》陸續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至 2015年出齊）。2013

年 4月，九州出版社推出 20卷《王雲五全集》，儘管遺漏了部分

重要著作，但編選者盡最大可能保留了所選篇目的原貌，為學術

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1 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商務印書館 2000年版，第 40頁。
2 章開沅：《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序》，商務印書館 2000年版，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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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書名《苦鬥與壯遊》來自王雲五漫長人生的兩個關鍵

詞。王雲五崇尚「苦鬥」，他能由一個沒有學歷、沒有資望、沒

有人脈的底層草根，成長為著名的出版家，並在政治、文化、教

育、學術等多個領域取得成就，絕非偶然。「苦鬥」是必修課，

也成為他終其一生引以為豪的一個標籤。他無數次的演講、寫作

都有關於自己「苦鬥」的經歷，許多文章直接以「苦鬥」為題。他

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人生：「幸而從小藉苦鬥而養成之習慣，任何挫

折，悉視同命運予我之試驗，而以解決難題為無上之自我報酬。

職是之故，任何逆境不足以陷我於消極，轉因聽之於天，與求其

在我之兩種觀念，往往峰迴路轉，別入新境。」1王雲五的學生金

耀基是這樣闡釋王雲五的「苦鬥」精神的：「王雲五三個字最生動

的意義是落在象徵層次上的。王雲五象徵了一個貧苦無依的人的

奮鬥成長的故事。他的成功沒有半點的僥倖，也不是純靠天份，

而是憑他的不服輸、不肯認命的戰鬥性格，憑他的『牛馬駱駝』

苦幹與堅毅的精神。」2

「壯遊」則是王雲五人生的一個寫照。「壯遊」一詞多次出現

在王雲五不同時期所寫的詩詞當中。最早是寫於 1930年他首次

出國考察：「壯遊萬里氣如虹，歷遍河山一藐躬。九國新猷供囊

括，五洲奇跡歎神工。」3王雲五在政治、文化、教育、學術等多

1 《王雲五全集》（17），九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9頁。
2 金耀基：《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載王壽南主編：《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臺灣商
務印書館 1975年版，第 404頁。

3 《王雲五全集》（20），九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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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有所經歷並取得成就，每一個方面，在常人而言，足以成

就一個圓滿的人生。這也正是所謂「奇人」王雲五的傳奇之所在。

如果說，「壯遊」是夢想；那麼，「苦鬥」就是實現夢想的途

徑。苦鬥與壯遊，這是王雲五「成功學」的基本邏輯，也是王雲五

勵志故事經久不衰的核心元素。正所謂：「處世如壯遊，胡為不勞

生；壯遊不易得，豈宜虛此行。」1

1 《王雲五全集》（20），九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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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7月 8日，臺北市的中山同鄉會會所，外面車水馬

龍，所內人聲鼎沸、名流雲集。這是王雲五 80歲生日慶祝會現場。

三天前，王雲五設了一個「局」：為「避壽」躲進了臺北的宏恩

醫院。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雲老的身體硬朗得很，從沒聽說進過醫

院，而他八十大壽的消息早就在政壇、學界和出版界傳開了。6日

上午，「總統」蔣介石到王雲五的寓所祝壽，因為事先沒有通知，

王雲五「避壽」的「局」卻把他「一生最好的知己」蔣介石給避開了。

蔣介石為祝壽而題寫的「弘文益壽」四個大字壽幅就擺放在

會所壽堂的入口處，寓示着王雲五一生傳奇的最高榮耀。生日慶

祝會由中山同鄉會的名譽理事長孫科主持，「副總統」嚴家淦、

「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等三千餘賓客到場致賀。王雲五「一襲湖色

的綢袍，黑色的皂鞋，他不要人攙，更不要人扶，也不肯坐下來

1965年 11月 14日，王雲五在（臺北）中山同鄉
會辦公室（百齡堂）落成典禮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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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息，一直神采奕奕地在賀客群中打轉」。1

這一年，為了慶祝王雲五 80歲生日，臺灣的出版界、政界

和學界早早開始了行動。臺灣商務印書館感念王雲五半個多世紀

以來對商務印書館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將新建落成的館屋命名為

「雲五大樓」。孫科發起募集資金，成立雲五獎學金。政治大學校

長劉季洪倡議編輯出版《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嘉新水泥公司捐

贈一百萬元新臺幣用作編輯出版費用。

孫科以中山同鄉會名義舉辦的這場生日慶祝會盛況空前，王

雲五低調的「避壽」，由此被這高調的盛會沖得幾乎了無痕跡。

這天夜裏，一向睡眠奇好的王雲五興奮難眠，連夜寫就

《八十自壽》（五言八十句），回顧自己的一生：

鯫生出寒門，少小苦多病；閉戶從兄讀，平凡無特行。

遲遲就外傅，輟學因運命；發奮勤自修，早年教學競。

一衿尚未青，學子咸知敬；邂逅我國父，青睞使觀政。

服官赴北都，講學操筆柄；一時著微名，解職見真性。

平日喜潛修，一鳴驚僚友；周旋護法間，誤入是非藪。

為國矢忠誠，潔身拒利誘；賦閒試筆耕，忝廁書林首。

苦鬥垂十年，艱難忍釋手；蹉跎廿五春，萬卷孰與偶。

抗戰參大計，適時抒抱負；訪英遠報聘，西亞友情厚。

勝利終來臨，協商平壁壘；復員膺特命，迭奏經財技。

1 《王雲五全集》（17），九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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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入樞垣，褐衣被金紫；挽危倡改幣，功罪付信史。

堅辭引咎職，負責當如是；初服幸我還，首先歸故里。

播遷到臺嶼，賣文為生理；一日五千言，盈盈數十紙。

宏開「國代會」，言行著口碑；協辦主銓衡，量才玉尺持。

行政倡改革，半年奠始基；重遊紫薇垣，建議待施為。

五載多勞苦，掛冠勿遲疑；勉留五六月，重擔終解除。

奉聘為資政，獻替豈容辭；任教來政大，及門盡研幾。

十年四博士，碩士二十餘；商館重主宰，半年景物移。

措施兼三利，一舉復令譽；古物長保管，北遷呈異姿。

基金宏獎助，舊學與新知；一心為文化，戮力遺居諸。

八秩猶頑健，寶刀尚無疵；滿懷老益壯，學用到期頤。1

一、上海，香山

前半輩子，王雲五絕大部分時間都工作、生活在上海；晚

年一直在臺北生活和工作。他講上海話，講國語，也講粵語。他

明明是廣東人，可是在上海出生長大。在北平、香港、重慶、南

京都住過幾年。這種混搭，使得王雲五對於「你是哪裏人」的問

候，感到迷惑。

這種情況在他遠離故鄉、漂泊寄零於海上孤島的時候，卻又

慢慢變得清晰起來。晚年的王雲五，頗有點「鳥近黃昏皆繞樹，

1 《王雲五全集》（17），九州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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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歲暮定思鄉」的味道。1960年冬，王雲五擔任成立屆滿一年

的中山同鄉會的理事長，為《中山縣志》撰序，為著名鄉賢撰寫

《中山縣先賢志略》。倦鳥歸巢，葉落歸根。無論他走過哪裏，漂

向何方，他的根，還是在那個曾經叫做「香山」的地方，偉大的愛

國者孫中山先生的故鄉，中山縣。

1888年 7月 9日（農曆六月初一）王雲五出生於上海租界。

上海租界，起始於 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被迫開放上海等五口通商。1845年，根據清政府上海地方當局與

居住上海的英國人簽訂的《上海土地章程》，上海開始出現中國最

早的租界。在不斷擴展之下，租界由最初的 863畝（0.575平方千

米）拓展到 48653畝（32.43平方千米），包括公共租界（即英美租

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33503畝（22平方千米多）

和法租界 15150畝（10平方千米多），共分中區、東區、西區和

北區。今北黃浦、靜安以及虹口、楊浦兩區南部沿江地帶是上海

公共租界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分別對應公共租界中區、西區、北

區與東區。

經過不到半個世紀的風雨，雖然中間經歷短暫的太平軍圍

攻和小刀會起義，但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在這個中國開埠最早

的城市留下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上海，已從一個封建王朝的舊

縣城，發展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白天，車水

馬龍；晚上，萬家燈火。電車、電話、電報，自來水、公園、報

館、遊樂場等等普通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事物，已然成為這座現

代都市必不可少的一個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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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五出生和成長的

租界就是這樣一個號稱十

里洋場的中國最具現代氣

息的地方。

位於上海租界核心區

域的南京路於 1865 年正

式命名。南京路的形成和

命名，是上海走向近代化

的一個標誌。英國人命名

南京路本為紀念給他們帶

來莫大利益的《南京條約》，但上海人習慣將南京路稱為大馬路，

而將南京路往南與之平行的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和廣東路，

依次分別稱為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和五馬路。由外灘往西，

與這幾條東西向馬路構成街區的南北向馬路分別為黃浦灘路（外

灘）、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四馬路是書店街，「左面有光

華、樂群、春潮、北新、啟智，右邊有新文化、現代、群眾、世

界、泰東、卿雲。」1在四馬路西至河南路（附近街區俗稱「棋盤

街」）交匯處，座落着中國最著名的兩家出版機構—商務印書

館和中華書局。在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光，王雲五

就生活、工作在這個中國最現代化的街區，他一生最好的時光、

最大的成就就發生在這裏。

1 憬琿：《十七年度中國文壇之回顧》，《申報 · 藝術界》1929年 1月 6日。

1900年拍攝的上海租界外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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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名義上是租借之地，事實上卻在中國政府及法律的管

轄之外，其一切內部事務均由租界當局設立機構直接管理。公共

租界的管理機構是「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另

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會審公廨」。法租界的管理機構是「公董局」

（Council Municipal）。因此，租界實際上相當於外國人的領地。

1853年小刀會攻佔上海縣城後，大量華人湧入租界居住。由於租

界相對較為安全，以後凡是戰亂，或其他天災人禍，華人即大量

湧入。到 1932年，華人在租界已超過一百萬，形成華洋雜居、城

中有城的獨特景象。

上海租界與中國其他地方是那麼的不同，當時有人形容「租

界內康莊如砥，車馬交馳。房屋多西式，軒敞華麗，有高至六七

層者。鐘樓矗立，煙突如林。入夜則燈火輝煌，明如白晝」。還

有人形容「一入租界眼界開，此身疑是入蓬萊。若偕劉阮今重

到，錯認桃花不肯回」。

如果排除租界形成的政治因素，僅從表面上看，上海租界可

以說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繁榮、管理最現代化的地方。最重要的

是，這裏工商業發達，市場發育成熟，是名副其實的十里洋場，

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裏，前有李鴻章、盛宣懷的崛起，後有蔣

介石起家發跡，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的異軍突起。歷史學

家夏東元先生在《盛宣懷傳》中解讀盛宣懷的崛起時說：「非常之

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

時代，場景，一切準備停當，大幕徐徐拉開，我們的主角要

出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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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鬥與壯遊：王雲五評傳

王雲五出生在上海，不過，他的家鄉，履歷表上填寫為籍貫

的地方，卻是廣東省香山縣永寧鄉泮沙村（今屬中山市南朗鎮泮

沙村），與孫中山先生的家鄉翠亨村（原名菜坑村，屬四都鄉）相

隔只有十多里，與中國民主革命最早犧牲的烈士陸皓東（1868—

1895）是遠房親戚。王雲五稱陸皓東為表兄。

著者走訪泮沙村，與王雲五家族後人交談。王雲五祖屋現已不存，這是其
後人在原址蓋的房子，編號：王屋正街一巷 6號

筆者於 2006年 4月 6日曾與中山市文化廣播電視新聞出版

局的甘建波先生一同前往泮沙村訪問。王雲五的故居現在的門牌

編號是泮沙村王屋正街一巷 6號，但故居早已傾圮不存，只有進

門右側一口廢棄不用的水井為當年原物。現在的房子沒有任何可

以顯示王雲五曾在這裏居住的標誌，租住該房子裏的住客也不知

王雲五何許人也。

香山縣在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1152）設立縣治，迄今已有

800多年，在廣東是一個開發較早、經濟和文化均較為發達的地

方。香山毗鄰澳門，離香港也不遠，並有大量華僑散居海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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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觀念上較少束縛，更易接受

外來事物。如孫中山早年從事

革命的檀香山（火奴魯魯）就

有許多香山移民，王雲五家族

也有許多親戚僑居在此。澳門

和香港也是孫中山、陸皓東等

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早年從事

革命活動的兩個重要據點。

近代以來，香山產生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可以說是一個鍾靈毓秀、人才輩出的地方，除前述的孫中山、陸

皓東外，還有唐紹儀（民國第一任總理）、鄭觀應（近代著名思想

家）、容閎（近代留學生之父）、蘇曼殊（近代著名詩人）等著名

歷史人物。有人做過統計，如果以縣為單位，列入《辭海》的 30

餘位中山（香山）籍名人（全書共收錄 2000多名歷史人物）在全

國各縣市中名列前茅，這些名人中最知名和絕大多數都是近現代

產生的。1近代上海開埠之後，香山人大量湧入上海。據學者估

算，19世紀中葉，在上海的廣東人有 8萬多，而來自香山的有兩

萬多。2早期來上海的香山人大都在各大洋行工作，家族中人以

學徒方式相互幫帶跟學，香山因而成為「買辦之鄉」。在洋行熟悉

了生意之道後，許多香山人在上海創辦工商企業，著名買辦、企

1 胡波：《簡論香山名人文化》，《開放時代》2005年（增刊）。
2 熊月之：《上海香山人與香山文化》，載《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與解讀》，廣東人民
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93頁。

王雲五祖屋舊址門前的水井是當
年留下的唯一遺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