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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陳以愛*

一、別昌

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後 ，中國知識界又掀起了一場「整理國故」的

運動。 l 自從胡適( 1841 一 1962 )在1919年撰寫〈新思潮的意義> ' 將「整理國

故」列為新文化運動的四項綱領之_ ， 2並獲得北大同人熱烈響應 ， I整理國

故」迅即成為一句學術新口號 ， 北大且於1922年成立研究所國學門(以下簡稱

*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l 本文所謂「知識界J .主要採蔣夢麟在20年代對「知識階級」所界定之氣函 ，包括以下四種人:

( 1) r投身教育事業者J ( 2 ) r 出版界的著作者和編輯是于 J ( 3 ) r操必以高等學街為基礎的

職業者J ( 4 ) r散於各界中之對於學街有興味對」 。 另外再加上大、中、小學的學生 。 將夢

麟. <知識階級的責任問題> .收入:曲士培主編. (jif夢麟教育論主乎還>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才土 , 1995 ) • 頁263 。

2 胡適. <新思潮的~A > ' 收入氏簣. <胡適文選> (全北主流出版公司. 1986 ) .頁41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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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門)以實踐「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理想。 3不但如此，就在數年.之

間， r整理國故」更以新一波學術文化「運動J 的形式席捲全國，造成「上而

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學生 J '皆以「整理國故」相號召， 4顯示一場新的「國學

運動 J 5 ，已繼新文化運動之後成為知識界最引人囑目的一項事業。

「整理國故」能在新文化運動後吸引那麼多人投身其中，的確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現象;該運動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也有

必要作深入的研究與評估。不過，由於「整理國故」是一場涵蓋面極廣，參與

人數也極眾的學術文化運動，因此本文僅集中討論下列問題 r整理國故J 究

竟是如何由一句口號演變成一場學術文化運動的?對於這場運動的形成與擴

大，五四後生機蓬勃的出版業到底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再者，當出版業加入

到這場運動之後，其以牟利為主的特性，又是否會使「整理國故」的發展面貌

發生某些轉變?對於上述問題的討論，本文主要就影響學術發展的外在機制方

面著眼，以探討新式傳播媒介出現後學術理念傳播所呈現的新形態，以及由此

而衍生的一些問題。因此，雖然五四前後中國學術思想的內在發展脈絡，為了

解「整理國故」運動興起的不可忽略之因素，然此非本文論述的重點，這是首

先要加以說明的。

二、報刊雜誌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形成

本文所談的影響現代學術文化發展之外在機制，指的是19世紀以來，由於

3 蚓於北大同人紛紛投入「安理國故」工作的原因，以及北大國學門研究國故的成就，參拉著，

〈中國統代學街研究機構的興起一一以北索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 1922-1927)} (全
北:此治大學歷史系，即將出版)。

4 郭沫若. (盤王軍國故的評價> .收入胡進靜主編. <國學大師論國學 ( 上 ) } ( 上海:東方出版中

，心. 1998 ) .頁79 。

5 月民仿吾. (國學i運動的找凡> .收入胡道..'"主j織 . <國學大師論國學 (上 ) } .頁 1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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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新式印刷術傳入而引起的出版業革新，導致各類報刊 、雜誌紛紛湧現;書

籍的出版，更挾著龐大的資金而以前所未有的數量與速度推出。尤其到民國成

立以後，隨著政治壓力的減弱，為知識界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外在環境;普

及教育所造成知識人口的快速增長，又為出版界製造了龐大的圖書市場;以商

務印書館( 1897年創辦，以下簡稱商務)為代表的出版業，逐漸以現代「印刷

工業 J 乃至「出版工業」的形態出現， 6學術思想均賴此以傳播。論者早已指

出，新文化運動之開展，固以著名學者為領袖，以全國學生為中心，而傳播新

思想之主要媒介則為報刊雜誌。 7新文化運動以後，每一波新思潮的產生，每

一場學術文化運動的興起，亦都是以同樣的發展模式，藉由「文化工業J 的配

合而進行， r整理國故」運動也不例外。

事實上，新文化運動期間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副刊雜誌，至20年代已為各

省學子吸收新知的主要管道;其上所刊載之文章 ，亦輒成青年討論的焦點課

題，學術風氣之變遷進退，要皆以此為指標。錢穆( 1895-1990) 謂彼時中學

生「皆好縱讀新出雜誌報章，於並世學派思潮，尤喜分曹辨論，各抒己見 J ' 8 

可見風尚之一斑。就在這個時候，從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傳來北大同人「整理國

故」的主張，經過這些報刊雜誌的刊載，遂吹皺了知識界一池春水。

由於當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後，北大首

先成立一個以「整理國故J 為宗旨的研究所，因此最早階段的國故整理工作，

乃是以北大為中心而展開的。作為一個仿歐美學術機構而設立的研究所，國學

門主事者在成立之初即了解到書刊出版對傳佈學術成果、提高機構學術地位的

重要性，故先後發行了四種學術期刊，以及各種專刊、小朋子。在這些刊物

6 30年代初，已有人以「印刷工業」和「出版王業」來形容當時中國最具規模的出版機構一一一商務

印書館。莊俞. (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 > .收入商務印書館鱗. <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 北家:商務印書館. 1992 ) .頁7訕。

7 李澤彰. (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 1897 一 1931 > .收入~U乎處輯啦. <中國統代出版史料T編

下卷) (上海:中著書局. 1959) .頁387 。

8 錢移. <國學概論.#，糾正附識} .收入氏蒜 . <錢 4買回先生全集} .第 1 冊 (是北:聯經出版公

司，民87) .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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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以〈國學季刊〉具有頗為廣大的銷售網，不但北京各書市均有代售，而

且全國十四個主要城市:如上海、南京、廣州、卜成都等地，均有該刊之代售

處;同時商務分佈在各省的支店，亦負起代售之責。 9

不但如此，國學門向人更廣泛利用北京、上海地區之報紙副刊與雜誌，不

時登載同人之主張和國學門之活動，以達到號召同志以及向社會宣傳的目的。

當時，最為國學門喉舌的是北京〈京報〉副刊及〈晨報副錯} ，這是因為先後

擔任這兩份副刊主編的孫伏園( 1894-1966) 原為北大旁聽生，與北大師生關

係密切。 10上海方面，幾家重要的報紙期刊如〈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時

事新報﹒學燈〉副刊、以及商務發行之〈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 ，或是刊

載北大國學門的消息，或是登載北大同人及各方學者討論「整理國故」的文

章， 11因此在1923年即有人指出:

過者報章揭載，雜誌印行，國學二字，雜見於篇什之間......。

由於上述報刊雜誌不但在北京及上海知識界廣受歡迎，其銷售網更遍佈全國主

要城鎮13 ， í整理國故J 的主張藉此得以迅速傳播至南北各地，引起知識界廣

泛的注意。

當時這些新興而具有廣大讀者群之報刊所以經常刊登北大教授之學術活

動，固因該校在提倡文學革命的同時，復掀起思想革命的旗幟，要皆領導時代

新風氣，其動向為全國知識界所注目;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北大同人在新文化

運動期間，親身體驗到傳播媒介在傳達新觀念方面之力量，故患有以利用之，

9 ({國學季刊〉代實處). {國學季于'1> • 2卷 l 號 ( 1925 : 12 ) .底頁 。

10 周作人. {知堂回想錄> ( 香港:三有圖書有限公司. 1980 ) .頁447-9 。

1I 例如 1923年2月的〈小說月報〉就關有一專欄，同時發表五篇討論「登坦國故典新文學運動」

之文章 。 參 〈 登理國故與新文學i運動 ) . {小說月 4且>. 14卷 I 號 ( 1 923 : 2 ) .頁 l 一 13 0 {民國

日報〉則從 1923年5 月 9 日起，每過附帶發行一張由胡樸安、業楚f倉等國學研究才土同人編輯之

〈國學過于'1> ， J杏出六十期 。 參 ( 國學研究才土簡章 ) . {國學lI!l報> .第2期 ( 1923 : 5. 1) .頁 l 。

12 李宗系. ( 致動力于先生信 ) . {民國日報﹒覺悟創予以. 1923 : 5.29 .頁 l 。

13 20年代初. {反報〉在全國十省共十四個城市皆設有分售處 。參 〈晨4且五lI!l(年 〕 紀念增刊

號> • 1 924 : 1 ( "tT正3版 ) .頁底 。 至於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求方雜誌> .其銷售網是過佈全國三

十餘個主要城市 ("t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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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國學門同人中，最了解也最善於利用新興報刊雜誌以

宣揚其學術理念者，應推胡適和顧頡剛( 1893-1980) 。當「整理國故」的口

號提出後 ，胡適不久便在自辦之 〈努力〉外新設了一份〈讀書雜誌} ，一面向

學者提供發表的園地以促進學術討論 ，一面希望由此而「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

興趣J' 14其後胡氏許多相關論著即在其上發表。

至於在北大國學門長期參與期刊編輯工作的顧頡剛，對刊物之作用同樣有

深切了解。觀其代胡適主編〈讀書雜誌〉時致錢玄同( 1887-1939) 的一封信

上，曾特別闡明刊物與學術風氣形成之關係說:

我很希望先生把辨偽的見解多多在〈努力〉上發表。〈努力〉銷路

很好，可以造成風氣。

我們說起了辨偽已有三年了，卻沒有甚麼成績出來，這大原故由於

沒甚麼發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論，和自己的勉勵。如能由我這一

封信做一個開頭，繼續的討論下去，引起讀者的注意，則以後的三

年比過去的三年成績好了 。 15

顧頡剛因1919年時身處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曾參與 〈新潮〉的編輯工作 ，

深語期刊雜誌在現代社會(包括知識界)所能產生的影響力，也明白文章的發

表與公開討論可以引起外界的注意，有助新觀念的傳播與新風氣的形成。果

然，當錢玄同和顧頡剛討論古史的信函在〈讀書雜誌〉上公開發表後 ，立即引

起學界熱烈討論，所謂「古史辨運動」即由此揭開序幕，成為「整理國故」運

動中重要的一環。

再者，當北大同人積極提倡「整理國故J 的理念時，學界名流如梁啟超

( 1873-1929) 、章太炎( 1869-1936) 基於不同的原因，於20年代初亦號召國

人重視國故的整理與研究，也助長了這一風氣的瀰漫。當1922年章太炎在糧為

14 胡適. ( 發起〈請寄給誌〉的 9象是心，收入氏是年.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 全北:途流出版公

司. 1994 ) .頁 19 。

15 顧頓剛. (f:U是玄同函) ( 1923 : 4.28 ) .轉引自顧潮編. {顧頓時l年譜> ( 北方言:中國社會科學

出品及才土. 1993 ) • 頁82 。



.42. 五四運動八十過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江蘇省教育會作國學講演時，報紙為之大事宣揚，刊登廣告。 16開講時則上海

〈申報〉、〈新聞報〉、〈民國日報〉都派了記者在場記錄， 17後復在報上刊錄

講詞， 18對知識界影響不小。梁啟超則先在1923年應〈清華周刊〉 記者之請，

為撰〈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篇，翠年又將所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

總成績〉交銷路較廣的〈東方雜誌〉連載。 19章、梁兩位的提倡，經過報章雜

誌的轉錄刊載，對「整理國故」事業自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吳文祺在1924

年便指出 :

一二年來，整理國故的呼聲，可算是甚囂塵上了。.. .. ..近來報章雜

誌上也常常登載著關於整理國故的論文.. . .. . 0 20 

到1927年， r整理國故」的聲勢更盛，對此不滿的陳源( 1896-1970) 描述當

時的情形是:

國立大學拿「整理國故」做入學試題;副刊雜誌看國故文字為最時

毫的題目。結果是線裝書的價錢，十年以來，漲了二、三倍 。 21

由此可見「整理國故」之成為知識界最熱門的課題，實與報章雜誌之配合有密

切關係。

在「整理國故J 聲浪日高的情形下，由於期刊均以登載國學文章為時墅，

因此就產生了大量討論國學的文章，以致人們漸覺有廣搜刊物以編輯「國學論

文索引」的必要，於是20年代末就出現了北平圖書館所編的〈國學論文索引初

編〉。其後因為國學論文仍不斷湧現，遂又有〈二編〉、〈三編〉以至〈四編〉

的出版。觀〈國學論文索引初編〉收錄的八十幾種期刊，不但大部份皆創刊於

16 ，0楊志鈞編， (章太炎年譜長編> '下冊 ( 北京;中叢書局， 1979 ) ，頁667忌 。

17 會來仁， (我與我的世界 ( 下)) ( 金北:龍文出版社， 1990 ) .頁266 、 277忌 。

18 1922年4-6月間. (中報〉及〈民國日報﹒覺悟〉創刊均載有章太炎榜首司之記錄稿 。

19 T文江，趙豐田編， (梁啟超年1聲長 。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頁992 、 1016 。

20 美文棋. < 重新佑定國故學之價值 ) ，收入并嘯天編. (國故學討論集> '上冊 ( 上海﹒上海

店影印. 1991 ) ，頁30 。

21 I來源. < 西澄且1i. 1吾 ) ，收入胡適，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 金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6 ) ，頁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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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9年後 ， 而且部份更屬專門標榜國學的刊物。 22考察這些期刊的發行 ， 其中

固有藉此以自高其名者;所載之文亦復有前此已發表而又予以重載者;然觀其

數量之多，仍不禁使人生「可謂盛矣」之嘆 ! 23 

總而言之，到了20年代下半期，經過報刊雜誌的響應配合， r整理國故」

的主張己從北京傳播到中國各地， r整理國故」的工作也成為新文化運動之

後，知識界積極投入的一項學術工作，以致當時就有人嘆說 :

那「整理國故」的工作，是近來一重要部分知識階級的重要工作

哪 I 24 

在學術新浪潮的席捲下，中國南北各個新興大學 ， 像是東南大學、清華學校、

燕京大學、廈門大學，皆繼北大之後成立以「國學」為研究範圍的研究所

(院其後一些院校也陸續開設了國學系、國學專修科，如輔仁、廈門、東

北 、 西北、大廈、中國、齊魯、正風等校皆然。 25此外，各地成立的國學專門

學校亦復不少，其中尤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為最有名。論者指出 ， 從20-30年

代前期，各地成立的標榜國學之學術性結社明顯增多，它們除了集中在北京、

上海外，也遍佈西北、東北、閩粵乃至香港等地， 26顯示「整理國故」已成為

當時南北學人共同努力的一個新方向。

一、「有神學者，兼利營業」的「整理國故」事業

固然，在「整理國故J 事業初興之時，學者有利用報刊雜誌以宣傳其學術

理念之意，然而出版業又何嘗不是熱切盼望與學者合作，以期在這場學術浪潮

22 < 本書所收雜誌卷車走號數一覽) ，收入國立北平圖書館編， (國學論文索引初編績編> ( 全北

鐘鼎文化出版公司影印，氏56 ) ，頁 1-9 。

23 陳一盲， < 中國今日之中國學術界) ，收入中國學術討論社編， (中國學術討論集> '第 1 冊 (上

海:上海書店影印， 1991 ) ，頁 176 。

24 浩徐， <主客答問) .收入胡適.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頁 165 。

25 采兵， <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 (J!!-史研究> ' 1996年第5期 ( 1996 : 10 ) ，頁 37 。

26 采兵. <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 .頁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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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利?當20年代之時，已有明眼人指出 I書賈射利 J '實為國學書刊叢出

的原因之一。 27的確，觀察整個「整理國故J 運動發展的過程，可以發現學術

界與出版業之間，呈現出一種互惠與互利的關係。

最明顯的例子，如亞東圖書館在20年代開始印行經過分段和標點的古典小

說，請來胡適、陳獨秀( 1879-1942) 、錢玄同等在書前寫導言 ， 既呼應了北大

同人整理古書的理念，也為該出版社帶來可觀收益。 28而當亞東的新式標點本

古典小說大銷之後，幾家大小書店如:大達、廣益、中央、群學社、大中、掃

葉等，遂亦起而與之競爭，群出「標點本」小說 29同時，從20年代末起，偷

印盜版的情形日盛，反映出此類書籍的出版確是有利可圖。競爭和盜印的結

果，導致這類書價格低廉，結果促進了分段、標點的形式之流通。 30其時舉凡

古代重要之文集或著述，幾乎皆有人將之標點分段，由書店重新出版，成為

「整理國故」運動中的一項特色。

至於中國出版界之龍頭商務，基於商業利益和文化理想兩方面的考慮，也

起而響應「整理國故J 的號召。對於出版業在追求商業利益之餘，尚須兼顧發

揚學術文化之責任，在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工作過的呂恩勉( 1884-

1957) , 3 1於 1923年撰文指出 I今之人 ，每誓書店惟知牟利 ， 不甚肯為學術

文化計，此亦一偏之論。書店以營業為目的，與一切商店同。豈能責其只顧公

益，不顧血本?茍如是，彼其資本，亦不轉瞬而盡耳，所能為者幾何?然雖如

是，在無礙銷場之範圍內，書店亦應盡相當之責任 J 0 32呂思勉的話 ， 頗代表

當時出版業中具有一定文化理想者的看法。他並且以為:書店之編印某種書

籍，原因自然在知其銷路必廣;然亦有某種書籍，其銷路亦可因書店之提倡而

27 陳一育， < 中國今日之中國學術界 > '頁 176 。

28 亞來圖書館棒，占重印古典小說之1草委&.暢銷情形，參 J玉房、放， <回憶亞來圖書館} (上海:學林

出且正才土， 1983 ) , 頁56-65 。

29 汪原放， <回憶亞來圖書館} ，頁 143 0

30 汪厚、放， <田 '1.憲益來圖書館} ，頁 141 -3 。

31 呂忍勉， <自述> '收入氏蒜， <呂忠勉遺文集 (上 ) } ( 主海:華來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 , 
頁437 。

32 名思勉， <三十年來之出版界卜收入氏著 ， <呂忍勉述文集 (上 ) } ，頁 383 。

「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45 . 

廣。 33呂氏在同文中更針對當時方興未艾的國故整理事業立言，認為不論「為

文化計」或是「為營業計J '出版機構在這方面倘經營有術，未始不能獲得成

功。 34

當呂思勉提出上述意見時，商務在張元濟( 1866-1959 )主持下，基於保

存圓粹的考慮，已展開〈四部叢刊〉之編印計劃。 35而到「整理國故」聲浪日

益高漲之際，國學書刊的編印，對館中主事者來說，顯然已成呂思勉所謂「有

樽學者，兼利營業之事 J ' 36於是，一系列的出版計劃乃相應出爐。挾著龐大
的資本，商務從20年代起陸續發行了三套「國學叢書 J 即「國學基本叢

書上「國學小叢書」及「學生國學叢書」。它們在其後舉國出版業爭相發行之

國學叢書中，部頭最大，銷路也最廣。單以重印古籍為特色的「國學基本叢書」

而論，選印之典籍即達三百二十六種( 1932年9月一 1947年4月) 0 37 I 國學小

叢書」則收錄了二百一十二種書籍( 1923年5月一 1948年8月)。就是部頭最小

的「學生國學叢書 J '也有九十五種之多( 1926年1月一 1948年8月) 0 38商務以

外，其他幾家大出版機構如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為了與之競爭，也以叢書

的方式大規模重印古籍， 39結果竟引發了一場古書的重印運動 。 4。這正應了呂

思勉所說的 I夫資本之為物，其趨於利厚之處，若水之就下 J 0 41 無論如

33 呂忍勉， <三十年來之出版界 > '頁 383 。

34 呂忍勉， <三十年來之出版界> '頁383 。

35 玉雲五， <十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 '收入氏蒼， <新目錄學的一角落} (金北:全灣商務印書

館，民62) ，頁260 。

36 呂忍勉， <三十年來之出版界> '頁384 。

37 r 國學基本叢書」細目及出版資料，詳見上海圖書館編， <中國近代現代渡客目錄} (香港 :商

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1980 ) ，頁677-686 。

38 r學生國學叢書」和 r~學小叢書」之害自及出版資料，詳見上海圖書館編， <中國近代統代

叢書目錄} ，頁668-673 、 709-711 。

39 朱聯保， <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3) ，頁的、 140 。

40 就仁 ( Drege， Jean-Pierre .) 芳 ， 李柄..擇， <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 一 1949 } ( 北京:商務印書

館， 1996 ) ，頁 116 。

41 呂思勉， <三十年來之出版界> '頁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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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這些書籍的出版，對「整理國故」聲勢的壯大，扮演了至為重要的角色 。

當時商務所以接連推出三套國學叢書，主要出於王雲五( 1888一 1979 )的

規劃。雖然在王氏於1922年入商務任編譯所所長之前，商務同人憑著出版業對

學術風潮轉變的靈敏嗅覺，已有人提出「整理舊書j 的構想， 42但事未果行。

要到王雲五主持編譯所後，才有大規模發行國故叢書之計劃。而王雲五所以如

此積極於「國學叢書」的出版，推薦他入商務的胡適實有獻策規劃之功。事實

上，商務「學生國學叢書J 的出版計劃，可以說是在胡適提議下，由王雲五於

館中配合推出的。

早在1920年，商務為了跟上五四後學術思潮發展之新動向，希望物色若干

「新人 J 入館，以洗刷人們以商務為保守落後的印象，而所欲延聘之人即為新

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 43 1921年夏，胡適在編譯所所長高夢且( 1870一 1936 ) 

堅邀下，從北京到了上海，參觀商務並會見館中同人，針對商務之組織與出版

方針提出意見。由於胡適當時正熱心提倡「整理國故J '故對館內人員華超所

撰〈改革編譯所勢議〉中談到「整理舊書」一段，特加注意。 44在參加編譯所

會議時，胡適復因一年前已認真思考中學國文教學的教材問題，故當場建議同

人於〈中學國文讀本〉之外，應「多設法編一些中學國文參考叢書 J '的此即

後來胡氏建議出版「學生國學叢書j 之勢議。

及至胡適在同年將王雲五薦入商務主持編譯所後 ， 46憑藉著和王雲五的私

的社科院近史所編， <胡適的日記>， 1921 年7 月 2 1 日條下，上冊 (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 ，頁

1 5 1 。

的子治， < 梁啟超典商務印書館 > '收入商務印書館編，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 北京:商務印書

t宮， 1987 ) ，頁 504 。

44 <胡適的日記> 1 92 1 年7月 2 1 日條下， 1;已有華超所提之 〈 改革編譯所錫議 > '其中談到 r~v旦當

書」一段，胡迪在日記中詳加摘錄卸下 r安理嘗嘗 。 照原書印成，沒加上安理、考1;T 、校誤

和說明，不能算作大貢獻 。 以後印行嘗嘗，宜聘專家來置在王軍，可另直嘗嘗昌在理~以統其事 。 」

社科院近史所編， <胡適的日記> '上冊，頁 151 。

的社科院近史所編， <胡適的日記>， 1 92 1 年7月 20 日條下，上冊，頁 149- 1 50 。

46 關於胡適引N;正當五入主商務編譯所之1草委經過，參陳述文編， < 胡適與商務印$館 > '收入商

務 tr書館編，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頁575-8 。 正當五<岫11八十自述> ( 全北:金灣商務印

館，民56 ) ，頁77-8 。

「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 47. 

人關係，胡適對商務之出版方針更是多所建言 。關於胡適促使商務出版國學叢

書一點，從1922年9月 14 日王雲五致胡適的一封信函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

王氏在信中這麼說:

你的〈中學國文教學> '我們都很贊同...... 。 其中關於整理舊書一

段，不但梓益教育，並且確是一大利源 。 又所開七條件，也很周密

妥善 。 我以為商務亟當照此進行 。 不過人材難得，恐不易辦到美

滿 。 在商務里面找出幾個人擔任這事，實在不容易;不知你能夠介

紹些人在所外幫忙否 ?47

從胡適的日記可以曉得，王雲五此函其實是對兩個月前胡適給他的一封信之答

覆。就王氏回函的內容來看，胡適給他的那封信乃是論到「整理舊書」之需要

和構想。而王氏函中特別提及的 〈中學國文教學> '顯然指的是一個月後胡適

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一一 〈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 0 48在那篇討論中學國文教學

的文章里，胡適提出了「整理古書J 在教學上之必要，並具體列出「整理古書J

所應包含的七項「必不可少」之條件，認為唯有經過一番整理的工夫，教育文

化界才可以得到一套包含「幾十部或幾百部整理過的古書 J 的「中學國故叢

書上以解決中學古文教授時教材缺乏的問題 。 49而上引王雲五給胡適的信，

又透露出胡氏在該文寫定以前，已將這一構想先行函告王雲五，希望獲得商務

的配合;王氏之覆函，即詳論此事之可行性 。

男一方面，從王雲五給胡適的回信 ， 再加上〈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之內

容，可以清楚看出下列諸事:第一，王雲五對於胡適「整理舊書」的意見極表

47 王實五， <致胡適函> ( 1922 : 9.14 ) ，收入社科院近史所編， <胡適的日記>， 1922年9月 16 日

條下，下冊，頁457忌 。

48 1920年，胡適已開始思考中學圖文教學的問題，於該年3月棋布〈中學國文的教授 〉 一文，提倡

學生當以自修的方式，自行閱讀古書 。 兩年後，胡適從機 〈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 > '承認兩年前

提出的自修古文之理想不能實施，而其原因即由於許多古書不論就版本主還是校勘訓話來說，皆

未經過一番「新式的 ~J!里 J' r至今還只是一學糊塗悵J '故不使於自修 。 今胡遍， < 再論中學

的國文教學> '收入氏著， <西游記考證> (金北:速流出版公司， 1994 ) ， 頁 178- 179 。

49 胡適， <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 '頁 179-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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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認為應列為商務之出版計劃。第二，不但商務日後所出之「學生國學叢

書 J '確是依胡適的構想出版;而且胡適為「整理舊書」所列的七項條件，也

成為商務進行這項工作時依循之準則。無怪乎顧頡剛說 I整理國故的呼聲倡

始於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朝於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劃 J 0 50第

三，商務願意發行這套叢書，在「樽益教育J 的考量外，還因了解到這是一門

會賺大錢的生意，而後一項恐怕還是王氏決定時的主要考慮因素。事實上，胡

適在致王氏之信中，就特別從商業利潤的角度，指出該計劃可為商務開「一大

利源 j 。不但如此，王雲五在回函中更憑藉其商業洞察力，進一步提出應擴大

國學圖書市場於中學生以外。 51其後，商務在王氏主持下，終於一面照胡適的

建議推出「學生國學叢書J '同時也另外出版了一套「國學小叢書J' I整理國

故J 的工作乃在出版業中轟轟烈烈的展開。

曹聚仁( 1900-1972) 早已指出:一部近代文化史， 從側面看去，正是一

部印刷機器發達史。但觀察「整理國故」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近代學術

文化發展與出版事業之間，的確有著緊密的依存關係;而商務印書館的配合，

尤其是促使「整理國故」運動擴大且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商務憑著從清未發

行教科書以來所累積的龐大資本、印刷技術的精進、推銷書籍的豐富經驗(刊

登廣告、散發宣傳品、發售預約) 53 、以及健全的發行網絡，在民初早執出版

界之牛耳;這樣一個「出版工業」一且與新興學術思潮相結合，就具備發動並

推廣一場全國性學術文化運動之條件。 54

對商務在知識界的這一力量，五四以來即居於新思潮浪頭上的胡適，看得

極為清楚。胡氏在20年代初即謂 I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比得著甚麼學校更

50 .flï iJí闕'1 編， <古草己辨> '第 1 冊 (上海:上海古1& 出版社， 1982 ) ，頁79 0

51 五百富五， < 主主胡適函 > ( 1922 : 9.14 ) ，頁458 0

52 脅來仁， <文壇五十年>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1997 ) ，頁的 。

53 章錫Z菜， <漫談商務印書館> '收入商務印書館編，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卜頁 l泣 。

54 1923年， 呂忍勉在展望出版業之發展前景時，就已掏出:從印刷成本之降低、文店之廣泛開

設、廣告之大量刊登三方面合而視之 r今後廣印書繕，以宣揚文化之賞，殆十之九集於有大

資本之書店，非處言也 。 」呂忠勉， <三十年來之出版界 > '頁383 。

「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49. 

重要 J 0 55又說 I這個〔商務〕編譯所確是很要緊的一個教育機關， 一一一

種教育大勢力 J 0 56雖然胡適始終未在商務擔任正式職務，但他於1921年夏南

下期間，既與商務高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爾後出任該館編譯所所長(後又轉

任總經理)的王雲五，復出於他的引薦。憑藉著與商務有順暢的溝通管道，胡

適有意識的把「整理國故J 之理念 ，與商務作為一個出版機構所須考量的商業

利益作了巧妙的結合，結果遂使國故整理的工作，在幾個學術機關以外，擴大

為一場由出版業主導的、以文化普及為特色的運動。當然 ，胡適個人在知識界

中的領袖地位，也因而更為強固了。 57

值得一提的是，從20年代下半期開始，由於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扮演推

波助瀾角色的商務、中華、亞東等，其總行皆設在上海 ，因此就地域上看，觀

察這場運動從形成到擴展的過程，可以發現它的口號先是在北京喊出，然後藉

由京種兩地報刊雜誌的響應，得到了全國知識界的注意;由於上海出版界對學

術新風潮的洞悉先機，再加上胡適這些學術名流的鼓動，幾個大書店皆策劃了

大型的出版計劃，遂使新一波以文化普及為特色的「整理國故」運動，演變成

以上海為中心，呈輻射狀發散到全國各主要城鎮。

這是因為自近代出版業在中國誕生以來，上海一直居於中心地位，重要出

版機構皆集中於此。至20-30年代，這些機構為了擴大銷售網，已相繼建立起

頗為健全的發行網絡。 58當時它們推銷書刊的策略大致有二( 1 )在全國各

主要城市開設支店，直接銷售上海總行出版之書籍。如商務在30年代以前就已

在全國三十餘個城市陸續建立了分館、支館和支店; 5920年代初， 商務復成立

55 社科院近史所編， <胡適的日記>， 1921年4月 27 日條下，上冊，頁訕 。

56 社科院近史所編， <胡適的日記> ' 1921 年8月 13 日條下，上冊，頁 185 。

57 沈松僑， < 一代索師的塑造一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 > '收入周策縱等， <胡適與近代中國〉

( 全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80 ) ，頁 154 。

58 就江蘇一省而論，論是「掏出以上海出版業為主導的會刊發行網絡之形成，即在 1927 一 1937年

悶 。 張憲文主絨， <江穌民國時期出版史> (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3 ) ，頁242-4 。

59 < 商務印書館總分支館局一覽表 > '參見莊俞， <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 > '頁748-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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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現購處 J ' 經營郵購，以便利內地讀者購買圖書。 60其他像20年代始成立

的世界書局，也追步商務之後，幾年內就在全國二十個主要城市設立支店。 6 1

( 2) 與各地書店合作，委託其代為經銷在上海出版的書籍。像商務、中華、世

界 、中央、開明、亞東等其規模的出版機構，皆透過這種方式將其銷售網拓展

至全國各大中型城鎮。 62以規模中等的亞東圖書館為例，在其業務全盛時期的

30年代中葉，單是國內代售處就遍佈二十個省的一百七十多個城鎮。的而作為

中國出版業老大哥的商務，其發行網據說更深入到農村里去。 64正是上海出版

業的這些發行網絡，將各種知識傳佈於中國內地，由此構成一全國性的資訊流

通網;而「整理國故」的理念，也就是透過這樣一個文化網絡，在20年代下半

期以後達到全國各省之大中型城鎮。

由於上海出版業具有如此廣闊的發行網，越來越多北京和各地高等學府及

學術團體為了傳佈學術理念、發揚學術成果，紛紛與大規模的書店合作，委託

它們代印代銷各種書刊。舉例來說:新文化連動之後，梁啟超在歐遊時與張君

勸等組織共學社，欲以全力從事教育文化工作。梁氏及其同人認為，學術文化

事業之開展 ， 必須以商業資本為後盾，的故在1920年返國後即由梁啟超主動與

商務接洽，雙方訂定契約，由商務資助出版「共學社叢書」十七種 。 66至於北

大方面，同人雖曾有由校方自行出版叢書之構想，如計劃發行「北京大學國故

60 會 J水撮， (銀元濟與商務印書館 ) ，收入商務印書館編，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 頁 32 0 

61 戴仁著，李桐1fl罩， <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 一 1 949) ，頁53-4 。

62 張蔥、文主編， <江蘇民國時期出版史) ，頁 126 、 243-4 、 255-6 。

的 ( 1934年亞來圖書館圍內外代售處一覽 ) ，收入汪原放， <回憶-亞采圖書館) ， 頁232 -9

64 '1寄來仁， < 上海T記 ) ，收入紹衡紛， < it 來仁文i還) ，下集 ( 北 京 :中 國廣播電視 出版社 ，

1995 ) ，頁463 。 不過，對於上海出版機稽之發行網實際所能j'j:ì定的地方A晉級 ， 在作深入的研] 查

研究以前，似不宜過份高佑 。 事實上，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以及小城鎮 ， 許多在資訊上是拯為閉

塞的 。 參命英時， < 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 ) ，收入氏著， <中 國 文化與此代變遷) ( 金北 :
三民書店，民8 1 ) ，頁的-90 0

的 7文江，越受田編 ， <梁啟超-+站長編) ，頁 1012-6 。

66 子治， < 梁啟超與商務印書館 ) ，頁503-6 。

「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 51 . 

叢書 J 及「北京大學國故小叢書上的然終因經費支細而未能辦成。因著北大

校長蔡元培與商務元老張元濟的深厚交惰，雙方遂於1919年訂定合約，此後北

大教授之著作多交商務出版。的至1923年， 商務更與包括北大在內的多所大

學 、 學術團體簽訂出版叢書之合約 ，的奠定彼此合作的基礎 。

由此可見，從北大學者的提倡到上海出版界的響應， I整理國故」運動的

開展，在在顯示出五四後一種知識傳佈的新形態。從知識產生與傳播的角度來

看 ，當時北京學術機構與上海出版業在「整理國故」運動中所分別扮演的角

色，實為一種文化機制內之分工。北大等學術機構作為知識的產生地，以學者

教授為中心;上海出版業作為知識的傳播媒介 ，以編輯人員為核心， 二者基本

上各自發展。五四時期，陳獨秀把〈新青年〉帶到北大來辦，並組成以北大教

授為班底的編委會 ，開始打破二者問之隔闋。 20年代以後，因一流學府及高級

學術機構多集中在北京 ， 致該地顯然成為全國共仰之學術中心 70而出版事業

方面，上海由於累積了清末以來長期發展的基礎，為印刷及出版業之大本營;

是以北京與上海之間 ， 遂含有相當濃厚的文化區域分工之意味在。

四、國學書籍的「速成化」、「大眾化」和「通俗化」

當「整理國故」在中國已經擴大成一場全國性的學術文化運動 ，以致青年

學子群趨國故研究一途後 ，對「整理國故」運動的形成及擴大發揮過重大影響

力的胡適，卻逐漸對許多人存「衛道上「覓寶」的態度，在研究方法上卻缺

乏訓練而深感憂慮 ， 故先在北大國學門同人的集會上表示他的擔心 ，其後又在

的社科院近史所編， <胡適的日記) , 1921年8月 13 日條下，主冊，頁281 0 

的高平叔， (蔡元培與張元濟) ，收入商務印書館編， <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頁 572-4 。

69 玉雲五， <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給) ( 受北:金灣商務印祖f".f宮，民56 ) ，頁 1 33-4 。

70 楊采平， <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上海:東方出版社， 1995 ) ，頁 l 呵- 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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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鼓勵下於1928年撰〈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 7 1呼籲年輕人應在整理國

故的道上「及早回頭J '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 等到在科學實驗室

里有了好成績以後，再拿出餘力來整理國故，到時所得之成果當遠邁前人。 72

胡適這篇文章發表後，對正如火如荼開展之「整理國故」運動起了相當的

降溫作用 73此外，部份學者對「國故土「國學 j 這些概念的批評， 74也使一

些學術機構逐漸放棄「國學J 這種籠統的學術稱謂，而改就文史哲這些部門進

行分科研究，致「整理國故」運動在30年代初開始有退潮的跡象。 75其中，北

大研究所在1932年將國學門改稱文史部， 76尤其可以作為一項指標:說明學術

界主流在治學方法方面，雖然大體仍依循「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路子走;

77但在學科概念上，他們在歐美現代知識分類概念影響下，已視「國學 J 這一

在學術體系轉化過程中出現的過渡性詞彙為不合時宜。 78

71 <研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紀事>， <北余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 1 卷 l 號 ( 1926 : 10 ) 頁

144-7 。

72 胡適，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收入氏芳，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頁 l 鉤 。

73 如在20年代積拯鼓吹「整理國故」的會來仁便說，胡過這篇文章使他「從整理國故的圈中跳出

來J 0 if 來仁， <找與我的世界 ( 下)}，頁278 。

74 陳獨秀、洪業、何炳松、傅斯年等先後批評「國學」、「國故」這些詞彙，認為它們指步的花園

既不清晰，又易產生流弊 。 參:獨秀， <寸鐵〉收入:任建樹等編， <陳獨秀是年作選> '第 2卷

(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1993 ) ，頁 516-7 、 604 。 陳毓贅， <洪業f專> ( 全北:聯經出版公司，民

81 ) ，頁 157-8 。傅斯年<史語所工作之旨趣>，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I 本第 l 分

( 1928 ) ，頁 8-9 。何炳松， <論所獨「國學J> '收入學J:寅生等編校， <何炳松論文集> (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1990 ) ，頁48 1 -490 。

75 桑兵認為20-30年代前期為國學研究的鼎盛期; 30年代以後，國學研究乃漸漸消沈 。 桑兵，

〈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 '頁36

76 <固立北京大學志〉編察處編， <固立北京大學校史略> (北京<固立北京大學志〉編慕處，

1933 ) ，頁25 1 0 

77 到了 40年代初，有人觀察其時各大學研究所之學報專刊，認為依然是「直在坦國故」一派之流

風 。 林同濟， <第三期的中函學術思潮 新階段的反~> '收入:溢儒敏 'T句Uf編， <時代之

波 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妥> ( 北方空:中國廣裕電視出版社， 1995 ) ，頁321 。

78 參才出著， <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卜收入黃清述純， <結戶周編〉

( 全北:來大圖書公司， 1998 ) ，頁565-570 。

r~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53 .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在上海出版業的運作下，各種「國學叢書」及各種通

論性、常識性國學入門讀物之編寫出版，在30-40年代還是持續發行。且不說

商務二套國學叢書之發行於30年代方到達高峰期，一般出版商也多在30年代才

陸續推出各種以「國學」為名的「叢書J 。現據〈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所

錄，表列30-40年代，各出版機構推出的標榜「國學」或「國故學」之「叢書」

資料如下79

出版機構 叢書名稱 書加種數 出版地點 | 出版年份

中國文化服務社 青年國學叢書 5 上海 1936 

亞細亞書局 青年國學叢書 上海 1932 

春江書局 國學入門叢書 9 上海 1938一 1942

大東書局 國學門徑叢書 8 上海 1931-1933 

文殿閣書莊 國學文庫 49 北平 1933一 1937

龍虎書店 國學叢書 上海 1935 

達文書店 國學叢書 上海 1937 

新文化書社 國學叢書 2 上海 1936 

( 1 )國學叢書 8 南京/ 1936一 1947

正中書局 I (2) 國學叢刊 15 上海/ 1936- 1947 

( 3 )國學匯賽叢書 9 重慶 1943一 1948

中央書店
( 1 )國學珍本文庫 23 上海 1935一 1948

( 2) 國學基本文庫 11 1935 一 1936

國學研究社 國學珍本叢書 10 上海 1935一 1936

大達圖書供應社 國學基礎叢書 2 上海 1935 

大華書局 國學基礎叢書 上海 1933 

時代書局 國故學叢書 2 上海 1925 、 1937

群學書社 國故學叢書 上海 1930 

79 上海圖書館編， <中國近代足足代叢書目錄> '頁 155 、 604 、 668 、 673-677 、 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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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上述叢書之出版機構，有的規模極小，刊印書加之種數亦不多，而皆

爭相推出「國學叢書」者 ， 都是想在圖書市場中分一杯羹。至於其他在30年代

以後出版、不稱「叢書」而亦標舉「國學」之名的書刊，其數亦復不少 。 8。這

些書刊的發行，說明這場由北京知識界上層發起的學術文化運動，在上海書賈

加入後，其後續發展已非高等研究機構中的知識菁英所能左右。再進一步說，

30年代以後北京學者與上海書賈對 「國學」 一詞所採截然不同的態度 ， 也顯示

出當普及教育在中國推行有年、知識人口有了長足增長以後 ， 8 1此時知識界內
部開始呈現一種分層化的現象。

關於知識界的分層化問題 ， 本文無法在此詳加討論。為了論述的方便，這

襄姑且對30-40年代中國之知識界作如下劃分( 1 )上層(知識生產者)

以北京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中之教授學者為主，也包括少數出版社及報章雜誌

之高級編輯人員( 2 )中層(知識傳遞者)以上海及各省報社及出版業之

中下級編輯人員、全國大部份中小學教員為主( 3 )下層(知識接受者

以全國大、中、小學學生為主，還包括社會中從事各種職業的識字人口。但當

然 ，上述分法並不意味著一種界限分明的絕然劃分 ， 然而大體來說 ，不同「階

層J 的人 ，其教育背景 、職業身份 、社會地位、活動地域皆不相同 ，其在知識

領域中所表現出來的觀念、趣味及傾向，也存在著相當的差異 。

30年代以後 ， 從北京學者對「國學」 一詞的批評，以之與上海出版業對

「國學」書籍之照出不誤兩相對照，反映出當時知識界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確實

80 參北家圖書館編. <民國時期總書目( 191 1一 1949 ) 綜合性圖書)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5 ) . 頁 1 36 、 1 53 。 四川省中心圖書館委員會純. <抗日戰爭時期出版圖書聯合目錄) ( 成

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2 ) .頁 1643-5 。

8 1 辛亥時期，中國國內學生總數就逮到三百萬人左右 。 桑兵. <晚清是乎堂典社會變 i龜) ( 全北:稻
禾出版社，民80 ) .頁 158 。

但近來研究者也漸多注意到近代知識人口膨脹後，知識界內部所出純的分層化成像，並各用不同

的名詞匯分之 。 例如陳永發有「大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半知識分子」的說法 。 經志
白布「上層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之劃分。參陳永發 .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上冷. ( 全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9 ) .頁 1 33-9 0 ~志田. ( 失去童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

思想權勢典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閥 18， ) .收入氏著. <民校主A.與近代中國思想) ( 查北:
朵大圖書公司，民87 ) .頁 174- 1 87 0

「整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55 . 

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固然， I整理國故」的概念是由北大教授們首先喊出，並

藉由上海出版業的響應而在知識界擴展，整個「整理國故J 運動可以說是在他

們合力下造成的;然而當知識界上層由於知識理念的轉變而放棄「圓學J 此一

概念時，出版界基於商業利益的追求，其經營無法不表現出「市場導向」的一

面，的與知識界上層的腳步便不能完全一致了。實則當時書商所以仍使用「國

學」這一備受知識界上層批評的詞彙，大概主要考慮到該詞使用已久，對讀者

仍具吸引力之故。在國學書籍之發行已全面商品化的情勢下，就算學者在學理

上對「國學」一詞提出質疑，出版商也不願隨便丟掉這塊會賺錢的招牌的。

再者，由於國學書籍之傾銷對象主要為學生與社會上識字的大眾，故其內

容除部份屬古籍重印外，他如時人為古書所作的標點分段和注釋，以及概論性

入門書籍之編寫，大抵皆走文化普及的路子，使它們與北京學者所作的「窄而

深」之考證文章頗異其趣。當胡適在北大提出「整理國故J 的口號時，他本希

望同人能往「提高」的方向努力， 84後來北京學者的研究，也確實表現為一種

少數知識菁英所撰寫的以考證為特色之文章。然而到商務等出版社發行「學生

國學叢書」及「國學小叢書」時，考慮到市場係以學生為主要對象，其內容遂

多具通論之意味，偏重知識的普及一層面。

事實上，當胡適基於中學國文教學之考慮號召青年學子起來「整理國故」

時，他也是站在文化普及的立場，指出 I國故的研究，於教育上實有很大的

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人是

不可少的」。的同時提出 I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

的商務在 1916年使曾因擔心銷路不住而不.lfJi印行章太炎的企集。高樹年主編. <張元濟年吉普) ( 北

京:商務印書館. 1991 ) .頁 I詣 。 到了 30年代，在商務任職的姚名遠也曾抱怨說 r現在的職

務是商業的，有時因 T 遍就資本而不免抹殺學間，這不是學者的最好環境。」姚名述. (致胡

適函) ( 1930 : 1 1. 17 ) .收入耿雲志主編. <胡適逢稿J.Æ..秘議，.- 1吉) .第 31 冊(合肥:-j青山書

祉. 1994 ) .頁91 0 

84 胡適. (提高和普J.Æ..) .收入氏是年 . <胡適演講集(二 ) ) (全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4 ) .頁77-

80 。

85 胡適. (研究國故的方法) .收入氏蒼. <胡適演講集(三)) (受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4 ) .頁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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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 J 0 86既然要做到使「少數人懂得的 J' r 變為人人能解

的 J '則書籍內容自不能走曲高和寡的路子。像商務出版的「小叢書」系列，

其立意就是要「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就萬有的知識，各別命題，分請各該科專

家執筆 J 0 87其中「國故小叢書上係收錄時人所編著關於經學、史學、諸子、

文學、小說、詞章各種文體之概論，且一律以語體文撰寫，以為入門的預備。

88至於「學生國學叢書」之出版，也是「就我國古籍，每一種各選其精要，詳

加闡釋，並於導言中說明全書大要，使嘗其一樹者，除細嚼其一部分外，並得

窺全豹之外形與內涵 J 0 89是則這兩套國學叢書出版之原意，主要在示人以治

學門徑，故其內容力避艱深，目的不在學術之創新發明，而重在文化知識的傳

播延續。

除了大部頭叢書以外，當時各出版社推出之通論性及常識性國學書籍，大

致上還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在書名中含有「概論上「概要 J r大綱 j 名稱之

通論性讀物。據 〈民國時期總書目〉 所收，此類「概論」性讀物， 30-40年代

便出了約二十種。 90再者，在同類書珊充斥圖書市場的情況下，部份書籍還能

一再重印，像章太炎講演曹聚仁筆錄的 〈國學概論) ，從 1922一 1937年的十五

年間便發行了二十一版， 91皆因斯時全國大中學多採用此書為教本或參考書 。

92而觀30年代後出版的「概論J 性國學書籍，其封面時有如下題字 r高級中

學、大學教本上「供中學以上學生學習參考」、「高中師範科適用 」 、「供

大、中學教學用」、「供中高等學校教學用 J '的可見其編寫大抵以大學、師

範、中學學生為對像。

86 胡適 ， < 研究國故的方法 ) ， 頁 14 。

87 王雪五， <岫垃八十自 述> '頁79 0

閻王宮五 ， (5:丈胡適函) ( 1922: 9 . 14 ) ， 頁458 。

89 王宮五， <岫處八十自 述> ' 頁的 。

90 北京風 Ii~官編 ， < 民 國 時期總書目 ( 1911 1949 ) 綜合性圖書> ' 頁 1 36- 143 、 146-7 。

91 ~ 聚仁 ， <我與我的世界 ( 下 ) > ' 頁465 。

的曹 來仁 ， < 中 國學術忠想史隨筆> ( 北宋 . 三聯書店， 1994 ) ，頁3 。

的北方可圖書館編 ， < 氏 園 時期總書 目 ( 1911 1949 ) 綜合性圖書> ' 頁 147 - 150 。

「登Jî.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 57 . 

這類書籍的出現，是因為自20年代起，在「整理國故J 風潮的鼓動下，中

國各地大、中、師範學校都陸續開設了「國學概論」之類的課程，授課教師起

初多自編講義，其後乃付諸出版。像錢穆的〈國學概論〉一書，即為其20年代

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及蘇州中學任教時，為學校所開「國學概論」一科而編之

講義。 94因此到了30年代，市面上遂出現一批名為「國學概論」之書籍。

此外，從〈民國時期總書目〉所見，從20-40年代各出版社所推出之國學

書籍中，還有一種是專門為應付考試而編寫的入門書。這些書常註有「考試必

備」、「供高中學生高考參考上「供高中生高考參考用」、「會考升學必備」、

「升學考試必備上「考試要覽」、「考試自修適用」這類字眼'的是一種考試

取向的國學常識書籍。由於其內容之編寫，是為了幫助學子應付全國高中會考

「國文常識」一科而作96 ，故銷路一般不錯，往往一再重印。像張振鏽編的

〈國學常識答問) , 1936年出版後，三年內就賣了七版，銷路甚佳。 97

上述通論性、常識性國學讀物編寫之用意，顯然是為了使年輕學子能在短

期內吸收一些國學基本知識，故內容大多重在介紹， r學術性」不高。事實

上，包括上面提到的國學叢書在內，發行這類書籍的出版商為了搶奪圖書市

場，往往由編寫到出版發行，過程都極為倉促，這一點即便是商務也未能避

免。像胡懷璟( 1885-1938) 入編譯所後負責編寫「學生國學叢書J '兩年內

就完成三本書的選注工作，而同時還男有三部著作出版。 98而除了館中職業編

94 錢穆， <國學概論﹒升言> '頁 1 。 至40年代，一些高中仍有「國學概論」一類的課程開設 。參

黃永年， < 回憶紋的老師呂誠之先生 ) ，收入俞振占主編， <;V; ~量問學記:呂忠勉生平與學術〉

( 北京:三聯書店， 1996 ) ，頁 139-140 。

的北京圖書館編， <民國時期總書目 ( 1911一 1949 ) 綜合性圖書> '頁 147-150 。

96 北京圖書館編， <民國時期總書目 ( 1911- 1949 ) 綜合性圖-l"> '頁 149 。

97 北家圖書館編， <民國時期總書目 ( 1911一 1949 ) 綜合性圖書> '頁 148 0 四川省中心圖書館

委員會編 ， <抗日戰爭時期出版圖書聯合目錄> '頁 1644 。

98 胡 i草靜， < 我的父親胡懷深典商務印書館 ) ，收入商務印書館紛， <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卜頁

259-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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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人員外，商務也約請外人撰書， 99上海及鄰近地區不少大學、師範及高中教

員都會賺取過這種「外快」以補貼家用。像錢穆執教中學時，便曾為商務以七

日之力撰成〈墨子〉一樹，後又費旬日之功完成〈王守仁〉一書。 l∞寫作效率

如此之高，自然是為了應付市場上的需要。 101然正因其成書速、費力少，讓北

京學者看在眼里，不免留下彼皆「為名利而撰作J 的印象。 10230年代以後，知

識界中也有所謂「海派」和「京派」之分，多少與此有點關係。 103

括言之， 20年代以後國學書籍之發行，不僅已成上海「書賈射利」之業，

抑且為部份讀書人稻梁資斧之謀。而市面上越來越多通論性、常識些的國學書

籍出現，也顯示出當「國學」被納入學校課程且成為考試內容以後，縱然「整

理國故」已不再是大學教授們念茲在茲的課題，眾多青年學子卻仍在學校開設

的「國學」課程中，學習那些業經通俗化、普及化的國學知識。於是「整理國

故」的事業，遂在北京學者充滿「歷史癖和考據癖」的文字之外， 104出現另一

種富有「速成化」、「大眾化」和「通俗化」氣息的書籍了。 105

99 當商務策 "J推出「國學小叢書J a r學生國學叢書」時，原擬延覽北大教授「在所外」幫忙，

故 1923年委託胡適主要按新學制高級中學用書之需要，草擬了一份〈被置在坦國故計畫'1)，歹'J tl::古

數十梭，的北大同人分任安理。參胡適， < 4提整理國故計畫'1)，收入:耿當志主編， <胡適遺

精zι秘品在 -.fi 1吉> '第 13冊，頁380-3 。然終未成芋 ，商務後來只好另外邀人承擔整座之賞 。

100 錢移， <先6年椅子繫年﹒跋> '收入氏著， <錢賓四先生全集> '第5冊，頁699-701 。

101 錢秒， <師友雜憶> '收入氏蒼， <錢可實四先生全集> '第51 冊，頁 143 -4 。

102 米自 3膏， <論學術的空軍心，收入朱喬森編， <朱自清全集> '第4卷(江蘇省.江蘇教育出版

才土 , 1993 ) , 頁490 0

103 魏京伯， <海派與京派產生的背景) ，收入馬逢洋編， <上海:記憶與想像> ( 上海:文匯出版

才土 , 1996 ) , 頁57-60 。

104 朱自清， <論學街的空氣) ，頁490 。

105 r大眾化」、「通俗化」、「迷成化J '皆錢穆對民國以後「學術~新風車LJ 之評語。參錢移 ，

〈中國學術通J!t.> '收入氏蒼， <錢月前四先生全集> '第 25冊，頁312-3 。

「登理國故」運動的普及化 . 59 . 

五、結論

向來學者觀察20世紀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動向，常用「思潮」、「運動」這

些字眼，來概括一些具有鮮明群眾意識之觀念，於是乃有「新思潮J 、「國語

運動」、「新文化運動」等名詞的出現。然而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到近代以

前，便可以發現:在中國學術文化領域中所出現的這些「思潮」和「運動 J ' 
其所以能在短期內一浪接一浪的興起，其實都是近代印刷業革新下的產物。因

為唯有當新式印刷技術引入中國，報刊、雜誌、書籍以驚人的數量與速度印

行，才使「思潮」與「運動」的出現成為可能。五四以後「整理國故」運動之

產生並席捲全國，亦復如此。

從文獻資料來看， ['整理國故」運動確為20-40年代中國知識界一場重要

的學術文化運動。觀察這場運動從形成到擴大的整個過程，可以說明五四後知

識界出現了下列幾個新的動向:首先，自新式報業在中國出現以來，本已為介

紹新知、啟迪民智的主要媒介;而五四期間新湧現的各種副刊雜誌，更成為新

學術理念得以迅速傳播的機制性因素， ['整理國故」運動的形成便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其次，當北大在20年代初儼然成為全國學術中心之時，新式出版機構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亦逐漸形成以商務為首的現代「出版工業 J '其大本營在

上海。當時出版界雖以商業利益之謀求為第一要務，然而部份人也具有一定的

文化理想，他們基於「有神學者，兼利營業」的考慮，從20年代下半葉開始發

行大量國學書刊，既壯大了「整理國故」運動的聲勢，也使上海繼北京之後成

為傳遞「整理國故」理念的的主要基地。通過書籍發行網絡的建立，上海不僅

成為當時全國資訊流通網的中心，也使30年代的中國初步形成了一個現代文化

網絡。不但如此，從30年代以後上海書賈不顧知識界上層對「國學」的批評，

繼續推出各類通俗性國學書籍，亦顯示出這場發端於北大的「整理國故」運

動，經過出版界的配合介入，其後續發展其實己非少數知識菁英所能掌控，這

也透露出此時知識界內部已出現頗為明顯的分層化跡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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