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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報刊及電視媒體爭相報導，創業達 4 1

年之久的「新學友書局」，因前日納莉

颱風造成之傷害，造成眾多門市及倉庫遭受

水害，加上原已資金週轉困難，經風災重

創，不得不拉下鐵門，暫停營業，交出經營

權給他人。此不只引起文化出版業界的一陣

譁然，更讓廣大的讀者同感到錯愕與欷歔。

據報載：新學友近幾年之所以周轉困難，原

因之一是因為投入太多資金於教科書市場，

但卻未能相對獲利。在近日拜讀了大陸傳紀

作家胡志亮先生所撰寫的《王雲五傳》後，

不禁聯想：同樣以出版教科書、參考書等輔

助教學用書刊起家的商務印書館，以及商務

百年發展館史中，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之一

—王雲五先生，在幾次商務面臨打擊與滅絕

的危機中，如何能從困境中運作與主導，從

而振興起敝的奮鬥過程，以及所獲致的成

就，更讓人深感不易。

王雲五先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無疑是佔

有重要的一席地位。他傳奇的一生，誠如金

耀基教授所云：「他這 9 2 年的生命，確是一

次偉大的壯遊，他在現代中國不知留下了多

少足印。⋯⋯翻展一部中國現代史的廣闊畫

面，驟一看，人物湧湧，但仔細看去，真正

一個個有清楚的面目，站的挺挺的，就不很

多了。雲五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王雲五

先生一生在教育、文化、學術及政治各方面

的耕耘與成就，站在歷史的天平上，是不能

加以否認或忽略的。

胡氏此書達四十萬言，費時五年。作者與

王雲五先生雖然素昧平生，但依據傳主高足

胡述兆、王壽南等教授提供的豐富資料，加

上實地到王雲五先生的家鄉廣東中山市及上

海等地蒐集一手資料，完成此一厚達六百餘

頁的傳記，這可說是海峽兩岸共同攜手完成

的成果。而王雲五先生一生的經歷，也因時

局戰爭等政治因素，依居住地域主要分為在

中國大陸時期的 62 年（民國前 24 年，清光緒

十四年，西元 1888 年—民國 38 年 4 月，西元

1 9 4 9 年）及在臺灣時期的 3 0 年。全書依傳主

之成長及經歷過程，分為艱困青少年、商務

印書館時期、初涉政壇、從大陸到臺灣、重

返政壇、教學生涯及謝政以後等7章。

王雲五先生是個不折不扣的文化人，除了

在從政的部份時期因公務繁忙，暫停撰述及

書刊編輯外，其餘大部份的時間均無不致力

於文化及教育事業。在青壯時期，於商務印

書館任職長達 2 5 年之久，甚至在臺灣時期卸

下政職之後，以古稀之年，仍勤奮著書不

懈，最是令人感佩。依王壽南教授初步統

計，在臺灣能蒐集到的出版著作專書共 8 1

部，翻譯書籍 1 1 部，寫作論文共 2 9 1 篇，這

尚不含早期在上海、北平、重慶發表於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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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的文章。因此在諸多撰述之中，亦不乏

有許多自傳形式的論著，如多達一百萬言以

上的《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及《談往

事》、《岫廬八十自述》、《岫廬最後十年自

述》、《岫廬論學》、《十年苦鬥記》等專

書，這些均為王雲五先生繽紛多彩的一生，

留下了直接的論述。因此本傳記之內容，應

有相當幅度的參考了傳主本身的一手資料。

本書大致具有下列幾項特色：

一、傳主經歷，完整涵蓋：

王雲五先生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了各種不

同的角色，由「小學徒、大出版家、教授、

民意代表、社會賢達、內閣副總理、學者、

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等。因

此要在一部傳記中，全方位的完整掌握他在

中國近現代史上在出版事業、當代教育、行

政改革、民主政治發展、圖書館事業，甚至

考試制度方面的經歷、成就與影響，是一浩

大的工程。胡氏的這本傳記的內容，對王雲

五先生豐富的一生，有了相當全面性的描

述，包括他由早期靠自學努力，到成為學堂

授課的英文老師、自創出版社譯著國外書

刊、透過胡適引介入主當時全國最大的商務

印書館 2 5 年、參與政治、指導博碩士生學位

論文、編著文庫叢書辭典參考用書、著書立

說等。以及其間改良發明「中外圖書統一分

類法」及排檢資料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的

成就歡欣；或從政期間因推動「金圓券」幣

制改革失敗的原委，不得不黯然去職的落

寞；或人生幾次遭逢綁架、暗殺及緝捕的兇

險等細節，均有詳敘。讀完本書當可瞭解王

雲五先生一生不平凡的壯遊全貌。

二、文字流暢，易於閱讀

本書作者胡志亮先生為大陸的知名傳記作

家，先前已著有《傅抱石傳》、《文天祥傳》

和《木石塊—賴少其傳》等傳記，現正進行

《歐陽修傳》的撰寫。其中《傅抱石傳》曾獲

首屆「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江西省

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因此本書的行文方

式，採用較簡明白話的敘述筆調進行。在立

場上，有時是以第三者的旁觀立場描述事件

的進行與外在環境；有時似又深入傳主的胸

臆，以第一人稱的立場直抒傳主的感懷。且

作者既為一作家，因此字裡行間可大量見到

作者文學想像的筆調，及對傳主同情的體

諒。生動流暢的文字，加上全書均無註腳，

因此讀來讓人覺得順勢而下，如行雲流水。

即使在內容中引用其他文獻上的段落文字，

也能讓人讀來不覺突兀與生澀。這是一本容

易閱讀的傳記著作。

三、內容廣泛，觸及多方

因王雲五先生 9 2 年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成

就，因此經歷的人、事、時、地、物相當廣

泛。本傳記中以王雲五先生為主軸，但在相

關人物、事件或著作上，仍予衍生詳細敘

述。如頁 357，提及痛失相交逾 40年的摯友朱

經農先生，則有約 5、6 頁的篇幅描述與朱先

生的交遊與他對教育事業的奉獻；另頁 5 3 8至

頁 5 5 3，介紹傳主撰作《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國教學思想史》的鉅著過程，其中對該著

作各分冊的內容，也逐一詳加介紹。類似情

形於本傳記中可大量看到，此可提供讀者更

為豐富的參考視野。此外，書中大量引用史

料原文，讓讀者對當時人物或事件的樣貌更

能瞭解。

本傳記由一位大陸的作家來撰寫，事實上

是有點令人意外的。誠如作者於本書「後記」

所言，作者沿著王雲五先生的足跡，實地進

行深入的調查和採訪。「⋯令筆者悵然若失

的是，筆者所到之處，竟然很難找到王雲五

先生的痕跡。在雲五先生的故鄉，廣東中山

市⋯⋯他們對這個人物不感興趣。再深入到

雲五先生的故里—中山市南蒗鎮，⋯一位接

待的官員竟然不知道王雲五是何人！⋯畢業

於大學青年人中，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王雲

五，他們都眾口一辭的問筆者：王雲五是

誰？」。另外，在大陸的部份出版品中，有些

曾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的老員工們，則加諸王

雲五先生極為負面的評價，甚至有嚴苛不堪

的嚴厲批評。主要原因應該是與王雲五先生

自強不知息，為學永無垠—讀《王雲五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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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出任國民黨政府要職的政治立場，另又

認為他早年於商務時期，推行的管理辦法屬

資本主義性質，以及過於重視商務經營的商

業性等有關。紅塵萬丈，是是非非，由王雲

五先生的自學苦讀，到通讀 3 5 鉅冊英文版

《大英百科全書》，到其擔任禁煙特派員，到

由其學生胡適先生引介進入商務擔任編譯所

所長，到任職商務期間推行科學化管理制

度，到「一·二八事變」後為拯救商務於困

局而大量解僱舊有員工，凡此諸多經歷，海

峽兩岸所呈現的是一完全截然不同，甚且極

端相反的立場與觀點。誠如王建輝在《文化

的商務》（北京：商務印書館，2 0 0 0 年出版）

頁 278 所說，「⋯海峽此岸對王雲五則諱莫如

深，或是徹底的罵倒」。

本書作者所採取的觀點，在閱讀了大量的

文獻資料後，採取較具同情與諒解傳主的立

場。例如本書頁 189，談及民國 21年日軍轟炸

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的工

作場所幾乎完全破壞，存貨百分之九十被燒

燬。王雲五先生為挽救瀕臨滅絕的商務，而

不得不在經過董事會同意後，解僱大批商務

職工一事。作者以「王雲五讓自己扮演了一

個魔王的角色，然而，無疑，這是一個有菩

薩心腸的魔王」的文字描述，來解釋當時王

雲五先生為顧全大局，獨自一肩承擔起眾人

指責的無奈與勇氣。作者對王雲五先生傳記

的著作觀點，顯然是與 1 9 4 6 年以來大陸多數

人的思維不同。但在近期大陸的學術出版品

中，已逐漸瞭解以往大陸學術文化界對王雲

五先生研究的不足與評斷的偏剖。本傳記的

出版，不知是否也同步在大陸發行？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則由大陸的知名傳記作家所呈

現的王雲五先生面貌，當更能平衡這數十年

來對王雲五先生的部份誤解，還原他在中國

近代學術文化及教育社會各方面貢獻與成就

應有的歷史地位。

本書因篇幅浩繁，難免偶有文字校對上小

疵。如頁 9 5 中，商務早期出版的英文教科書

《華音初階》、《華音進階》，「音」字應為

「英」字；又部份用語明顯為大陸用語，如頁

5 2 4，以「領導」一詞，來指單位的總負責

人。又全書參考、運用並引用了大量的史料

文獻，如果能於各章節或全書之後，附上參

考文獻總清單，則當更能方便讓人按圖索

驥，對王雲五先生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和研

究。

拜讀完《王雲五傳》後，他個人斐然的成

就早已灼灼生輝。但最讓我感動者，則在於

他凡事認真，絕不輕忽鬆懈的人生態度。在

他已深獲學界、政界的高度肯定與讚譽，高

足桃李滿天下，且對社會、國家與文化均已

全力貢獻且無愧的情況下，仍以耄耄古稀之

年，拖著病痛之軀，每日孜孜於學術論著的

撰作。在健康逐日惡化的情況下，仍勉力完

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及《中國教學思想史》

兩套鉅著出版。那種對學術文化的執著與認

真，憾人胸臆。王雲五先生曾自我期許要

「自強不知息，為學永無垠」，他豐富精彩的

92年壯遊，可以無愧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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