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果把商务印书馆的夏
瑞芳 !张元济 "中华书

局的陆费逵确认为出版业的领
军人物"那么"世界书局的沈知
方无疑也应列入其中#

沈 知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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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芝芳 " 浙江绍兴人 ' 其
祖父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沈复
粲 " 拥有鸣野山房藏书楼而
名重越中 " 编著有 (鸣野山
房汇刻帖目 ) 等 ' 其父沈锡
卿乃是蔡元培的私塾老师 "

学养深厚 " 著称学界 ' 诚如
沈知方自述 * +家本世儒 "

有声士林 " 世鸣野山房所藏 "

在嘉道间已流誉东南 ' , 因
此 " 沈知方从小受家庭环境
影响 " 书香熏染 " 青箱相伴 "

知道书为立身兴世之本 ' 可
是在清末风雨飘摇的社会动
荡中 " 沈知方的家道很快衰
败 " 仅靠薄田数亩及在县城
仓桥头摆书摊勉强度日 ' 为
了分担家庭的困难 " 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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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沈知方就去绍兴奎照楼
书坊当学徒 " 后又去了余姚
玉海楼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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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沈知方来
到了 +江海之通津" 东南之都
会 ,的上海 "入广益书局工作 '

由于从小家拥藏书"耳濡目染"

因此他对图书的出版发行颇有
感觉与悟性' 慧眼识才的商务
总经理夏瑞芳对他颇为欣赏 "

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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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进入商务印
书馆"被聘为营业跑街"从此正
式开始了他作为出版人的生
涯' 尽管营业跑街相当艰苦卑
微"但这是出版人最接地气-最
不可缺的基本功和必修课' 他
探访各类书坊书局的业况 "了
解不同书商的经营之道" 熟悉
城乡读者的阅读喜好" 这为他
日后在图书出版业的崛起打下
了深厚的基础" 储备了丰富的
经验'

沈知方对于图书出版的营
销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和有效的
推销术" 并对各地营销渠道了
然于胸' 夏瑞芳提拔他为发行
所所长" 这并不能使胸有大志
的沈知方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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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原商务印书馆出版部
主任陆费逵宣布成立中华书
局" 随即陆费逵力邀沈知方加
盟中华" 并请他担任了副经理
的要职" 这使正处于而立之年

的沈知方大显身手' 他于民国
初年策划推出了 (新中华小学
教科书)"新教材随着新生的民
国迅速进入了全国各地的学
校" 为中华书局赚取了宝贵的
第一桶金" 使其一跃成为可以
和商务抗衡的大型出版机构'

有着出版追求和书业理想
的沈知方"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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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
创立了自己的书局" 并颇以豪
迈的气魄及开放的视野冠名
+世界书局,'这位历经了商务!

中华后的出版奇才" 正式掀开
了他+世界书局,的创业史'

沈
知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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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自
立门户"创建世界书局

时 "当时的上海滩上已是大小
书局林立 " 出版群雄逐鹿 "特
别是老资格的商务印书馆实
力雄厚 "风靡一时 ' 世界书局
尽管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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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员工 "但已
设有总务处 !编辑所 !发行所
等 "对商务 !中华形成了不小
的竞争压力'

当时沈知方聚集的精英群
体包括李涵秋! 胡朴安! 于右
任!李叔同!夏丏尊!严独鹤!陈
望道!胡适!程小青!傅东华!杨
贤江!张恨水!周瘦鹃!沈雁冰!

丰子恺 !郑振铎 !曹聚仁 !林汉
达!王亚南!赵景深!徐渭南!孔
另境 !郭大力 !朱生豪等 "这批
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都
正当年富力强" 极易发挥各自
的优势' 如请李涵秋!夏丏尊!

严独鹤 !郑振铎 !孔另境 !程小
青等擅长文学创作者创办了一
系列民国流行刊物'

此外" 世界书局还出版了
一批人文学术专著" 包括刘大
白的(白屋文话)"陈望道的(修
辞学发凡)(因明学纲要)"茅盾
的 (现代文学杂论)(近代文学
面面观 )" 于右任的 (右任诗
存 )"钱基博的 (现代中国文学
史 )" 顾仲彝的 (仲彝戏剧丛
刊 )" 赵景深的 (小说戏曲新
考)" 徐慕云的 (中国戏剧史)

等" 这些著作日后都成了中国
文化史上的名著' 沈知方还请
了擅长翻译的学人帮忙" 出版
国内外各类著作"如王亚南!郭
大力译的 (欧洲经济史 )"郭大
力译的 (经济学大纲 )"徐蔚南
译自莫泊桑的 (她的一生)"毕
修勺译的 (左拉小说选集)"陈

天放译自卜迦丘的 (十日谈)"

张竞生译的 (卢骚忏悔录)"程
小青等译的 (福尔摩斯探案全
集)等'另有(英汉四角辞典)等
一系列工具书" 可见世界书局
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构成和
图书谱系'尤其是(英汉四角辞
典)"当时的大学生几乎是人手
一册 "而 (中国药学大辞典 )共
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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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 沈知方作为世
界书局的掌门人" 在当时与这
个知识精英群体合作是卓有成
效的"夯实了立足根基"提升了
竞争之力'

上
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国
民对知识的渴求 "西风东渐思
潮激励着人们观念上的更新
和对+德先生 ,!+赛先生 ,的了
解需求 ' 沈知方从

%$*'

年起
搞了一个大策划 "由著名文化
人 !精通中西学术的徐蔚南主
编一套大型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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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 ,"

从
%$)"

年面世至
%$.#

年结
束" 共计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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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0

册"

涵盖了文学 !艺术 !哲学 !心理
学 !政治学 !经济学 !历史 !地
理 !数学 !科学 !工程乃至路
政!市政!卫生 !体育 !军事 !演
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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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门类 " 是一套百科
全书式的丛书' 而且每本均由
当时著名的中青年学人撰写 "

文本则按沈知方的要求 "深入
浅出 "晓畅易懂 "比如刘麟生
的(中国文学

+,-

)!曹聚仁的
(中国史学

+,-

)! 胡朴安的
(文字学

+,-

)!茅盾的 (小说
研究

+,-

)! 胡云翼的 (词学
+,-

)! 夏 丏 尊 的 (文 艺 论
+,-

)!吴梅的 (元剧
+,-

)!林
汉达的 (英文文法

+,-

)!丰子
恺的(构图法

+,-

)!俞寄凡的
(色彩学

+,-

)等 "并分为精装
本和普及本二种' 这套丛书一
经推出 "即成为畅销书风行南
北 " 尤其受到广大青年的青
睐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 此后 " 沈知方将
丛书的出版列入了世界书局
的长远规划 " 和商务 ! 中华
形成了既有竞争 " 又有互补
的格局 " 这无疑对整个社会
文化的构建是有意义的 " 对
社会大众知识的吸纳更新 "

观念的转变提升都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 值得一提的
是 +大时代文艺丛书 ," 这是
继 +

+,-

丛书 , 后 " 又一套
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大丛书 "

至今还在影印再版 ' 这套丛
书的作者和作品有 * 尹雪曼
的 (战争与春天 ) ! 罗烽的
(横渡 )! 柯灵的 (掠影集 ) !

萧红的 (马伯乐 )! 李长之的
(苦雾集 )! 巴人的 (扪虱谈 )

及屈轶译的 (和平 )! 冯夷译
的 (孤独 )! 齐明泽的 (实证
美学基础 ) 等 ' 当时上海已
成 +孤岛 ," 书局编辑临危受
命 " 通过这套丛书来反映时
代的呼唤 ' 丛书 (序言 ) 旗
帜鲜明地号召文艺工作者要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 为群
众而写作 ! 歌咏 ! 演奏 ! 呼
号 " 以迎接一个光明的大时
代到来 ' 这套丛书的出版 "

在孤岛上海 ! 沦陷区及大后
方" 都极大地振奋了民心'

在
图书出版市场 " 教科
书历来是相当重要的

组成部分 "而且 "教科书的出
版对国民知识的普及 !社会文
明的促进及人文素质的提升 "

都有着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特
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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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上海特别市
政府成立后 "上海的初等教育
发展很快 "市立和私立学校数
量迅速增加' 这也就为教科书
的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天地 "而
且上海出的教科书也极受各
地学校的欢迎' 但从民国初年
起 "上海的教科书一直是由商
务和中华垄断 " 其他的出版
社!书局都无力叫板'

沈知方将眼光瞄准了教
育界的权威人士 "他请当时北
京大学的校长胡仁源为教科
书总审定人 "并在教科书上印
上他的名字 ' 另外 "他又请文
化界 !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马邻
翼 !黎锦熙等审读评述 "使其
教科书具有权威性 ' 同时 "为
了打造教科书的社会品牌与
质量 "能反映新思潮 !新理念 !

新知识 "沈知方不惜以高稿酬
聘请了当时一流的学者 "如请
吴研因主编 (国语新课本 )"薛
田汉主编 (算术课本 )"胡颜立
主编 (自然课本 )"陆步青主编
(国民英语课本)等' 自北洋政
府教育部公布 (新学制课程纲

要 )后 "沈知方请范云六主持 "

特邀请了朱翊新 ! 魏冰心 !董
文 !秦同培 !载渭清 !杨喆等专
家 "历时二年 "认真地编辑了
一套 (新学制小学教科书 )"以
其严谨 !精当 !独到而获得教
育界好评 "被各地小学普遍采
用 ' 其后又出了 (新主义小学
教科书 )(新课程小学教科书 )

及中学教科书 "从而使世界书
局后来居上 " 超过了中华书
局 "成为继商务后第二大教科
书出版书局' 在销售上沈知方
也进行了改革' 开学前他派人
到上海及外地各初高级小学
发送订书单 " 并及时送到教
材 " 学期结束后按七折付款 '

以往小学生的教科书都是自
备的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他
们的后顾之忧 "而且也使学生
和学校都得到了优惠' 在发行
上 "沈知方更是接地气 "商务 !

中华的发行是在全国大 !中城
市设立分支发行所 "而世界书
局是在全国设立特约经销点 "

并一直延伸到县乡 "给经销处
赊账经销 ' 种种举措 "使世界
书局的发行极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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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八一三 ,淞沪会
战后 " 日军占据了世界

书局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 "

将原存总厂内的图版书籍大
部分毁掉 "部分珍贵的图书运
往日本' 特别是著名的宋词专
家胡山源编的 (全宋词集 )"已
排好一千多页 " 纸型亦被毁
坏 ' 日伪还找到沈知方 "威逼
利诱地提出合作要求' 沈知方
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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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日伪特工在福州路世界书局
发行所内安放了定时炸弹 "炸
死职员汤永琴 "炸伤职员朱龙
德 ' 重病在身的沈知方知道
后 "依然坚守立场 "要求家人
在任何情况不得与日伪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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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

岁的沈知方
病逝时 "几乎一贫如洗 ' 可贵
的是 "他在国难当头 !民族危
亡时刻 " 表现出了坚贞不屈 !

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

在世界书局成立百年之
际 "追忆往事 "评述功业 "既是
对世界书局出版前辈的致敬 "

也是对近代出版史实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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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知方的出版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