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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中国第一出版商的 !"#

!

汪耀华

他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第一
高人!是中国现代教科书第一推
手!是中国民企股份制第一经理

8

他就是夏瑞芳"

清心学技!家族创业

夏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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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在青浦
沈巷乡!父亲先是在当地挑糖担
走街串巷!后来在南市董家渡开
了一个杂货店!母亲也在附近帮
佣" 于是!夏瑞芳成为留守儿童!

寄养在大伯家"

十一岁时夏瑞芳独自渡河!

在船家的帮助下被带到了母亲
帮佣的人家 ! 主人是范约翰牧
师 !在陆家滨开设清心堂 #经营
美华书馆#创办附属的清心学堂
$后改名为清心书院%" 范约翰看
夏瑞芳可怜就同意他入住家里!

还让他进学堂读书#在美华书馆
实习" 正是在清心书院!夏瑞芳
不仅学会了英文!更开阔了眼界
和心胸"

可是 !不幸接踵而来 !夏瑞
芳的父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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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故! 母亲
也是久病不能帮佣" 于是!清心
书院校长伸出援手!先是介绍他
到同仁医院做学徒!但他觉得没
兴趣 !后来又介绍他去了 &文汇
西报 '&字林西报 ' 做英文排字
工#&捷报 '排字领班 !这份职业
使他如鱼得水并担任了部门负
责人"

商务印书馆的合伙人鲍氏
兄弟是宁波人 ! 鲍家有三子三
女!咸恩#咸昌#咸亨三兄弟都是
在清心书院与夏瑞芳先后同学
或者同在美华书馆实习!毕业后
都在美华任职" 后来!夏瑞芳与
咸恩的妹妹翠玉结为夫妇 " 同
学#同教 #同道 #姻亲 !几个年轻
人下班后常常会下下小馆#喝喝
茶 #吹吹牛 !每个周日还会在清
心堂做礼拜((

不愿忍气吞声为洋人干活
的夏瑞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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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9=

日 !

在城隍庙边的湖心亭小茶馆里!

联合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同窗
好友一起集资创业!当时实收股
本三千七百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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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9

日!商务印书
馆在江西路德昌里租了两间房!

购置了两部手摇式小印刷机#三
部脚踏圆盘机 # 三部手动压印
机!雇了十几个工人开始承印商
业账册#广告之类" 夏瑞芳时年
二十六岁! 是经理兼接业务#采
购#收账 #接待 #校对 !每天工作
至晚八九点钟才能休息" 同时!

他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断委
派技术人员赴日本 #美国 #德国
考察!学习最新印刷技术" 他还
亲赴国外学习! 购买新式机器!

大量聘请外国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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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一场大火把德
昌里的厂房与设备烧毁!幸而先
前购买了火灾保险!得以化危机
为转机!为商务的再出发提供了
保证" 利用保险赔偿金!商务重
新购置了一批新机器!迁入北京
路顺庆里!开始承印&格致新报'

&昌言报 '等 !通过承接印件 !夏
瑞芳认识了南洋公学译书院总
校兼代办院事张元济"

夏瑞芳敏锐地觉察到!人们
对于掌握英语有着巨大的需求!

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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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了商务的第一
本书)))&华英初阶'" 这是英国
人为印度人编的初学课本! 由夏
瑞芳的姻亲谢洪赉翻译! 第一版
印了两千册! 二十多天就销完!

不断加印!一直旺销" 后又出了
&华英进阶'$

9

)

=

册%!十多年印
了六十三版" 之后!商务又陆续
编印# 翻译出版了 &马氏文通'

$中国第一部语法书%&商务书馆
华英字典'&华英地理问答'等!充
分显示了夏瑞芳的眼光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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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务增资扩股 !通
过商人印有模$后来担任商务印
书馆第二任总经理 %介绍 !以一
万元的价格收购了日资修文印
刷局! 迁到北福建路开设新厂!

使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设施获得
了整体性的更新!成为上海印刷
业的领先者"

广纳贤才!开启民智

商务老董事陈叔通曾说 *

+商务后来发展成为出版家 !而
且成为解放前我国最大的出版
家!不能不归功于夏瑞芳和张元
济 " 商务的主要创办人是夏瑞
芳" 夏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

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成为一个
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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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因夏瑞芳的坚邀!

张元济 #印有模先后入股 !成为
商务的投资人" 在张元济入股的
第二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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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他便应夏瑞
芳之邀! 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

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型
印刷企业转变而成现代出版企
业!从而揭开了商务印书馆历史
的新篇章" 张元济#印有模入职
后!商务设立编译所!开始+编教
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

介绍科学 ,以启民智 !为国育人
的大业" 编译所先后引入了高梦
旦 #蒋维乔 #庄俞 #杜亚泉 #颜惠
庆#邝富灼等后来卓有建树的文
化名人!使商务迅速从单纯的印
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

夏瑞芳对编译所的知识分

子很尊重!+不仅薪金高!而且尊
称他们为-老夫子.!让工友们称
他们为-师爷." 编辑人员除月薪
外! 还供给膳宿! 甚至茶叶#水
烟" 张元济原在南洋公学时月薪
一百两银子!而夏瑞芳给他三百
五十两" ,张元济入职时!便与夏
瑞芳商定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
为己任,!试图从教育入手!进而
改变中国# 变法图存为宗旨!开
启了由夏瑞芳的商业智慧与张
元济的学者智慧组合的新商务"

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
俞等以认真的态度和独到的眼
光!启动编辑+最新教科书," 据
记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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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天至
9;><

年
冬天 ! 至少开过十五次圆桌会
议" 其中!在十三天内就有六次
会晤 " 从蒋维乔留下的日记可
见!当时由日本金港堂派来的小
谷重#长尾槙太郎等以他们的教
科书编辑经验给予了很多启发
和借鉴" 后来采用毛边纸也是考
虑 +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
力 ,!所以 +只求结实耐用 !不事
外观之美,"

这套
9;><

年夏天开始付印
出版的内容切近生活#装帧印刷
新颖 #面目一新的 &最新国文教
科书'! 确定了商务成为中国出
版业的龙头#全国第一文化机关
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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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清廷批准全
国采用的小学教科书共有一百
零二种!而商务占了五十四种"

同时! 商务印书馆在编印教
科书的同时!尝试自行创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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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务在交通便捷的
文化重镇汉口开设了第一家分
馆! 此后又先后开设了十九家!

为商务出版物布下了四通八达
的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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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务出版了严复翻
译的&天演论'!同期还出版了蔡
元培翻译的&哲学要领'#林纾翻
译的&伊索寓言'#马建忠翻译的
&日俄战记 '#周作人翻译的 &红
星佚记'((

商务印书馆一手抓教科书一
手抓经典名著!获得了学界的好评"

合资经营!规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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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日本 +四大教科
书出版家,之一的金港堂欲在上

海投资经营!面对难以匹敌的强
大外国竞争对手!夏瑞芳审时度
势!做出了与其以卵击石与之竞
争不如以我为主与之合作的战
略决策"经过与金港堂艰苦的谈
判 ! 达成了由双方各出资十万
元 ! 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
公司!由中方完全控制经营权 #

由中方出任总经理 # 日方任监
察之一等合资条件 " 这次股份
制改造 ! 可谓石破天惊的开创
之举 !夏瑞芳不仅引进外资 #开
创了中外合资企业先河 ! 还为
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民族出版
业的现代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与金港堂的合资经营!使得
此时的商务不但引进了大量资
金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而且率
先引进了外籍编辑人才和出版
印刷技术人才#资本主义经营管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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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商务组成董事会!建
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三
级架构! 内部产生了编译所#印
刷所和发行所三大板块!构成上
下游产业链" 之后 !完成了对京
华印书局 # 美华书馆的资产收
购 !合资合作 &中外日报 '&上海
新报'!又先后收购国学扶轮社#

乐群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等" 这
些经营上的手法和业绩!显现出
夏瑞芳作为一个早期企业家的
超前意识"

商务从个人资本到合作再
到中日合资#社会投资 !成为真
正的社会企业"夏瑞芳及其家族
占股比例十分低!而且在橡胶股
风波中夏瑞芳的股权已被转让!

最终他没有了股权 " 他一直以
创始人身份受董事会信任而担
任总经理 ! 始终没有担任过董
事长 ! 是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
身份"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
的合作持续了十年 ! 辛亥革命
后 ! 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
涨!商务董事会和夏瑞芳又果断
决策! 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日股"

夏瑞芳屡次往返上海和日本进
行斡旋 !经过艰苦的谈判 !最终
说服日方放弃股份!使商务印书
馆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出版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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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9>

日&申报'等
披露消息*商务收回日股" 但令
人扼腕的是! 当天下午六点多!

夏瑞芳在离开发行所时!遭遇枪
杀" 关于夏瑞芳遇刺!有不同的
说法 !但无论如何 !他的去世是
商务印书馆和中国近代文化事
业的重大损失"

夏瑞芳创立商务印书馆并
奋斗了十七年! 在他去世前夕!

商务已经成为亚洲一流的出版
公司!后来更成为跻身世界前三
甲的文化和出版巨擘" 夏瑞芳有
信仰#肯吃苦#众人帮!通过经营
企业展现了他的创业精神#勤俭
精神和担当精神" 虽然生命短暂
$只有四十三岁%!但作为中国杰
出的出版家 #企业家 !应该继续
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盛年时的夏瑞芳

!上接第一版"

我说没意见! 我把本子交给
云南台!纯是君子协定/没拿过一
分钱" 稿酬不是主要的!&蹉跎岁
月'影响那么大!当年每集只有一
百五十元" 到了&家教'!也算得奖
了!每集才八百元"同时我跟她讲
了云南台曾经邀请黄蜀芹当导
演的事! 希望她把这话给台里领
导讲一下 !一旦投拍 !仍请黄蜀
芹当导演"

黄海芹表示她给台领导讲这
话不合适!我就说那我来讲吧!我
开会时碰到你们台领导讲"

黄海芹眯眯含笑地抱着本子
说*我回去就安排打印"

我说你还没读本子呢0

她说小说我看了! 打印出来
上下几级一起看!可以快些" $写
到这里! 我还想委托黄海芹找一
找&孽债'的剧本原稿呢0 不知它
如今在哪儿躺着1 %

还真是快!&孽债' 当年就投
拍! 年终时就拍完召开了新闻发
布会!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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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

日在上
海电视台开始首播"

其间有两个细节值得一记"

第一是黄蜀芹读完了本子 !

曾跟我谈了她的设想! 她想让演
员全部都讲上海话! 这样会更有
生活气息!更有特色"作协能否找
到用沪语写作的作家1 让我帮她
找一找"

我说*你这想法很有创见"不
过! 要找个作家用上海话把剧本
全部重写一遍!恐怕难"

她问我*为啥1

我说*上海作家个个会讲上海
话! 但是属于吴侬语系的上海话!

有很多是不能写成书面语言的" 你
不如都找会讲上海话的演员!让
他们读了剧本!用上海话来表演"

她沉吟着说* 你这想法值得
考虑"我选演员时附加一个条件!

要会讲上海话"

我又说* 上海有一千多万人
口!影响在全国也很大"但是全国
有十几亿人口! 一千多万只不过
是十几亿的百分之一" 如果只有
上海话版本!在内地放!比如说在
我原来生活多年的贵州放! 贵州
观众会很不习惯! 甚至一听上海
话就关机"

黄导说*我会配上字幕"

我说*人家还是会不习惯" 就
像很多人不喜欢打字幕的翻译片"

她表示会考虑我的意见"后来
果然配了一个普通话版的&孽债'"

电视剧吃关机饭时! 黄导给
了我&孽债'主题曲的歌词!让我
提提意见"我带回家看了之后!给
她打了一个电话! 说两首片头片
尾的歌词都不错! 建议她和作者
商量一下!把+上海那么大!竟没
有我的家 ,的 +竟 ,字 !改成 +有 ,

字"上海人总说自己+海纳百川,!

临到头来! 几个孩子连个家门也
进不了!不好0 改成+有,字!把肯
定句式改成诘问句式!更有味道"

黄导当即表示*有道理!我和
作者商量" 结果最后改过来了"

写着写着! 和黄导交往的好
多小细节! 不知不觉都历历在目
地浮现在眼前"可一看!字数似乎
太多了!以后再说吧"

好在&写意光影织妙镜2黄蜀
芹'一书已正式出版!读者诸君能
从中读到更多黄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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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立在上海宝

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

排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