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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文 书 局

于 伯 铭

尸

踌
`

上海同文书局
,

是我国近代由民族资本家创办

的第一所最大的石印书局
,

光堵八年 ( 18 8 2年 )
,

广东人徐秋畦
、

徐宏甫
、

徐润表兄弟合资创办①
,

厂

址在上海西华德路 (今长阳路 )
。

厂内购置石印机十

二架
,

雇佣职工五百名
,

专门从事翻印古籍版本及

字画
、

碑
、

帖
,

不下数十万本
,

各种法帖
、

大小题

文府等十数万部
,

下至士子应试
,

干禄之需
,

达数

万种
,

同文石印书局在保存古籍遗产方面
,

有一定

的贡献
。

我国的石印术
,

在光绪二年 ( 1 8 7 6年 ) 开始出

现
。

最早使用石印术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办的

土山海印刷所
,

创办人是法国人翁相公及中国人邱

子昂二人
,

所印仅限于天主教之宣传品
,

如唱经等
,

并且只在信徒之间传布不流于外
。

石印书籍
,

则是

英国人美查创办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始
,

独擅其利达

四五年
,

获利最厚的书
,

是 《康熙字典 》
。 “

书业

见其获利之柜且易
,

于是宁人则有拜石 山房 之 开

设
,

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
,

三家鼎立
,

垄断一

时
,

诚开风气之先者也
。 ” ②自点石斋

、

同文书局

盛行于世
,

接踵而起者不下数十家
,

除上海外
,

武

昌
、

苏州
、

宁波
、

杭州
、

广东等处
,

亦相继开设石

印书局
。

石印书局所以盛行一时
,

主要因为
:

第一
,
石

印出书快
。

当时石印书局
,

因自己不编译
,

专翻印

古书
,

觅到一种书
,

经决定要印
,

便照像落石
,

打

样校对
,

即可印订
。

同时
,

因使用蒸气机
,

能使数

部印刷机同时开印
,

容易获利
,

第二
,

石 印 质 量

高
。

印书石板平滑如镜
,

电镜映像真实可靠
, “ 字

迹虽细若蚕丝
,

无不明同犀理
。

其装瑛之古雅
,

校

对之精良
,

更不待言
,

诚如书籍之奇观
,

文林之盛

事也
” ③

,

比木刻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
。

第三
,

受

读者欢迎
。 “

于时科举未废
,

故所用书籍大抵细行

密字
,

用便场屋舟之用
” ④

。

举子赶考
,

年育目力

好
,

他们不需宽边大字
,

而喜欢旅行时便于携带的

石印小书
,

既不影响赶路
,

又可多带些书
。

书籍在

供给远方省份时
,

也便于运输
。

鉴于石印书籍有上述优点
,

故而在当时 “ 获利

之拒且易
” ,

吸引 了徐润表兄弟们集股于同文书局

的热情
。

徐润
,

字雨之
,

别号愚斋
,

广东中山县人
,

十

五岁 ( 1 85 2年 ) “
弃书入贾 ” ,

随叔父来沪
。

最初

进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
, “

兢兢业业” ,

不 断 升

职
,

为当时洋人和官僚所赏识
。

他一方面受命于李

鸿章等洋务官僚
,

为轮船招商局和一些 矿 务 局 服

务
,

另一方面自己经商
,

项目繁多
,

还更番捐买官

衔至二品道员
。

一生中虽然遭到官场倾轧
,

或投机

失败而多次波折
,

基本上还是一个有财有势的官徐

兼资本家
。

徐润为什么要投资于书局呢 ? 既有一般书商共

同的
“
射利为主

”
目标

,

经济失意
,

急需赚钱
,

以

得补尝的一面
。

另外
,

还有一个因素
,

徐润本来就

“
酷嗜图籍

” , “
藏书富有

” ⑤
,

又比一般纯粹迫

求赚钱的商人高出一筹
。

所以
,

同文书局在印行古

籍方面的成就更大些
,

最有名的是两部书
。

一部是 《二十四史》
。

二十四史合 在 一 起 共

3 2 4 9卷
,

约 4 0 00万字
。

过去刊印过全套《二十四史》

的书
,

主要有三种版本
,

最早是清乾隆年间的武英

殿刻本
,

次为清末由金陵
、

淮南
、

浙江
、

江苏
、
湖

北五个书局刻印的
“
局本

,,
和商务书局 的

“
百 纳

本
” 。

同文书局在光绪十年 ( 1 8 8 4年 ) “
股印 《 廿

四史 》 启
”
中说

: “
本局现以 2 8 5 0金购得乾隆初印

徐润
: 《 徐愚斋 自叙年谱 》 中说 : “ 从弟软玻

、

宏甫集股创办 同文书局
,

余力赞成并附股
. ” 近访

徐润孙徐华先生
,

据回忆
: “

我祖除投资同文 书局

外
,

并未多去过问其内部事务
。 ” 同文 书局的主

持人
,

当为润 之从弟
,

而非润 为主
。

孙杭棠编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第 1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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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 》
,

光绪十三年正 月十三 日 ( 18 87 年 2 月

5 日 ) “ 记蜚英馆 ” 。

净雨
: 《清代 印刷史 》 。

《 徐愚斋 自叙年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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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纸全史一部
,

计七百一十本
,

不敢私为己有
,

愿

与同好共之
,

拟用石印
,

较原版略缩
,

本数则仍其旧
。

如有愿得是书者
,

予交英洋壹百元
,

掣取收条
,

并分

次取书单念四纸
,

各史随出随取
,

而得其便
。

现经

添设汽炉
,

日不停县
,

较诸人力尤为敏捷
。 ” ① 可

见同文书局印的是乾隆年间 武 英殿 刻本
,

当为齐

全的珍本
,

由于出书快
,

工本低
,

售价也比木刻本

低廉得多
,

无疑更易为人购买
,

更易为读者欢迎
。

同文书局印行的另一部大著作是
:

18 92一 1 8 9 4

年出版的 《 古今图书集成 》
。 《 古今图书粗感》 是

一部大型类书
,

全书一万卷
,

目录四十卷
,

雍正四

年 ( 172 6年 ) 定稿成书
,

清末翻印两次
,
一是石印

本
,

一是铅印本
。

同文书局在
“
股印 《古今图书集

成》 启 ” 中说
: “ 恭闻是书初成

,

以活字炯版排印

不逾百部
,

当时惟亲王大臣及总裁是书 者 各 踢 一

部
,

余皆藏之内府
,

… …本局现以万余金购得白纸者

一部
,

用以缩印
,

又以六千金购得竹纸者一部
,

用

以备校
,

约两年为期
,

其工可竣
。 ” ②为什么印行

这部书? 有两种说法
。

一说是为了送给 外 国人
。

“
满清政府却由总理衙门委托上海同文书局

,

费金

份五万两
,

用新法石印了 《图书集成》 一百部
,

作

为婚送帝国主义国家的礼物
。 ” ③另一说是为了婚

送大臣
。 “

时西太后欲翻印 《 图书集成》 百部
,

为

了顺赏文臣之用
。

徐 (宏甫 ) 侦得 之
,

乃 倩 女 士

(徐之姐妹 ) 为介
,

得引进内务部承办此差
。

初领

内格姗八万两
,

订造一百另一部
,

其版圈图样
,

按

照原式放大十分之一
,

用上等桃花纸石印
,

原有脱

笔
,

均猫描补
,

内一郁用黄陇团龙装订备袁览外
,

其余百部实仅普通道地而 已
。

此书历三年始竣
,

工

料浩沐
,
亏蚀不资

,

几中辍
,

徐托有力 者向府关

说
,

加津贴十万
,

始得毕事
。 ” ④在 《徐愚斋 自叙

年谱》 中说
: “ 迫光绪十七年辛卯 ( 18 9 1年 ) ,

内

廷传办石印 《 图书集成》 一百部
,

即由同文书局承

印
。

壬辰年 ( 1 8 92 年 ) 开办
,

甲午年 ( 1 89 4年 ) 全

集告竣进呈
,

从此声誉益隆
。 ” 以上说法虽然有些

不同
,

但相同之处亦可肯定
:
这次印书为了送人

,

但数量自然不多
,

得到此书的人
,

不能不 是一些有

影响的重 臣亲信
,

或者外国洋人
。

印行 《 图 书 集

成》 的目的
,

显然不是为了商业上的买卖
,

而是负

有政治使命的工作
,

同文书局虽然是私股商办
,

还

是不能摆脱政命官管的羁绊
,

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共同的特性
。

由于同文书局印行了这两部大作品
, “

其名益

噪
,

至今流传 ” 。

除了上述两部著作外
,

所印 《 佩文

斋书画谱 》
,

《 通鉴辑览》
,

殿本 《子史梢华》
,

《 资治通鉴 》 , 《 通鉴纲 目》 等等
,

均很有名
, “

莫

不维妙维肖
,

精美绝伦
,

咸推为石印之冠 ” ⑤
。

同文书局和其他石印书局的出版内容
,

也受着

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

一是随着科举行废的变化
,

如

科举时代
,

出各种经书及 《大题文府》
, 《小题十

万选》 一类的书
。

后来科举改革
,

要考史鉴策论
,

于是 《二十四史》 , 《 九通》 及各种论说
,

盛行一

时
。

另一是投迎读者所好
。

一方为供参考 玩 赏 起

见
,

文字书画
,

诗文碑帖
,

均翻石印 , 一方为投一

般民众嗜好
,

所有旧小说如 《 三国演义》
、 《 水浒

传》 等书也都石印印行
。

投民所好
,

销路也杨些
。

科举一废
,

石印书一落千丈
,

考试的书原售一
、

二

元的
,

此时一
、

二角也无人要
。

大的石印书庄
,

因

考试书的倒霉
,

都关门了
,

只剩下几家专印古书和

小说的小石印书局
。

同文书局也不能逃 避 这 个 厄

运
,

后期亏蚀甚巨
,

纯仗私资贴补
,

难 以 继 续维

持
, “

惟十余年后
,

印书既多
,

压本愈重
,

知难而

退
,

遂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 18 9 8年 )停办 ” ⑥
。

同

文书局存在了整整十六年
。

侧

① 张静庐
: 《 中国近代 出版史料二编 》 ,

第 70 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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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北京图书馆 . 《 印本书籍展览说明 》
。

④ 陈伯熙
: 《老上海工商编 》 。

⑥⑥ 《 徐愚斋 自叙年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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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

195 2年 4 月 , 日到 10 日
,

河南省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

来自本省各地
、

市 的

代表 11 5人出席了大会
。

会议共收到论文 37篇
。

代表们交流了各地的教学经脸
,

观看了教学录像
。

与会代表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认真讨论
,

通过了会章
,

产生了领导机构
。

(像 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