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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的
绍兴出版人群体及其形成原因

吴心怡

摘　 要： 绍兴出版人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绍兴， 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绍兴籍人士。
绍兴出版人群体主要由创业人士、 高管人士和跨界人士组成， 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

卓越贡献， 在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绍兴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和深厚文脉的

延续， 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自古以来兴旺发达的绍兴藏书业和刻书印刷业， 是绍兴出

版人群体形成的重要物质依托； 乡情乡谊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地缘因素。 该文提出， 绍兴出版人群体

用自身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 将绍兴的文化底蕴带入到现代出版活动之中， 在推动现代出版业发展的同

时， 也深刻影响到现代出版文化的构建。
关键词： 现代出版业； 绍兴出版人群体； 构成与规模； 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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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的现代出版业时期， 也是我国民营出版业最为辉煌的时期， 这种繁荣兴盛由

无数中国出版人的努力所铸就， 其中就包括为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绍兴出版人

群体。
本文中的 “绍兴出版人”， 指的是祖籍或出生地为绍兴， 在中国境内从事或参与现代出版业的绍兴

籍人士。 对于现代出版业背景下的绍兴出版人， 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个体性研究成果， 但将这

些个体研究集合成 “绍兴出版人” 进行群体研究的成果， 则几乎是空白。 笔者以 “绍兴出版人” “绍

兴出版家” 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里进行全文检索， 仅检索到一篇名为 《近代绍兴出版家的出版经营理

念》 的论文［１］ ， 该文对沈知方、 章锡琛和陆高谊三位绍兴籍出版人士及其企业的融资方式、 企业管理

和广告宣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不过并未展开对绍兴出版人群体作研究。 因此， 笔者尝试对中国现代

出版业时期绍兴出版人这一重要的地域性群体进行整体性的初步研究， 并对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进行

探讨。

一、 绍兴出版人群体的构成与规模

鉴于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绍兴出版人进行过群体性的研究， 笔者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 首先

对绍兴出版人这一群体从规模和构成方面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本文中所涉及的绍兴行政区划， 是

以民国时期为依据， 包括了当时属于绍兴行政区划的余姚 （今属宁波） 和萧山 （今属杭州） 两地， 这

与当今绍兴的行政区划有较大区别。
（一） 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基本构成

对于绍兴出版人群体， 笔者认为， 首先应该设定一个基本的入围标准， 并不是说只要曾在出版机构

里工作过就属于出版人群体， 而是必须至少在出版机构建立、 管理、 运营之中的某一方面， 发挥过核

心作用或担任过重要职位者， 方可将其囊括在内。 从这一意义出发， 在出版机构中仅从事基础性工作

者不能计入出版人群体。 根据这一标准， 笔者认为绍兴出版人群体主要是由创业人士、 高管人士和跨

界人士这三类人构成。



未 来 传 播 第 ２７ 卷

１ 创业人士

创业人士指的是出版机构的创办者， 这里特指民营出版机构的创办者。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几十年

的发展阶段内， 中国境内先后出现过大量的官办与民营出版机构。 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 “民国时期有

８０００ 多家出版单位。” ［２］去除官办的出版机构之后， 剩余民营出版机构中究竟有多少家是由绍兴人创办

的， 相关文献中没有明确数据， 难以统计。 不过， 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从中国现代出版业核心格局

中的绍兴出版人， 来进行考察和估算： 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是上海，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几乎都

集中于此， 其中公认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号称 “商、 中、 世、 大、 开” 的五大书局， 它们分别是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 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 五大书局占据了当时中国每年新出版物的

大半壁江山， 据统计， 在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间， 仅前三家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 “出版物

的平均数则占同期间全国出版物的平均数百分之六十五” ［３］ 。 所以， 五大书局当之无愧地构成了中国现

代出版业的核心格局， 而其中绍兴出版人与五大书局创办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商务印书馆于 １８９７ 年创办。 在五大书局中排名第一的商务印书馆， 虽然其创办者并不是绍兴人，

但其骨干成员也即高管人士中有不少绍兴人， 他们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下文中有所

论及。
中华书局于 １９１２ 年创办。 中华书局共有五位创办人， 其中有一位是绍兴人沈继方。 沈继方 （？ －

１９１６） 曾经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过保管股长， 掌管印信、 合同、 票证等要件， 属于商务印书馆重要的高

级行政人员， 后脱离商务印书馆参与创办中华书局。［４］ 沈继方去世较早， 文献记载中有关他的资料很

少， 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考证， 推测他可能与世界书局的创办者绍兴人沈知方为兄弟关系： “沈知方

（字芝芳） 和沈继方 （字季芳） 的关系， 从姓名字号上看， 大约是兄弟。” ［５］ 中华书局亦是中国现代出

版业中享有盛誉、 具有领航者地位的出版机构， 其高管人士中也有许多绍兴人。
世界书局于 １９１７ 年创办， 创办人是绍兴人沈知方。 沈知方 （１８８９－１９３９） 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

后转入中华书局任副局长。 沈知方被誉为现代出版界的奇才、 怪才， 他善于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不断

快速转型， 营销策略层出不穷， 在中华书局任副局长时已崭露头角： “沈知方对中华书局的主要贡献在

于别出心裁地促进了各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多家分局， 用最少的资金和人

力， 满足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发展迅速的需要。” ［６］ 待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后， 他以出版新式教育教科

书为突破口， 加入到教科书的市场竞争之中： “原来受商务、 中华两家控制的教科书市场被突破， 化为

商务、 中华、 世界鼎足而立的局面。” ［７］ 沈知方的策划与营销战略一战成名， 一举将世界书局带到排名

仅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出版机构。 “沈的书业学徒背景和敏锐市场嗅觉， 使得世

界书局的出版物选题， 十分注意走大众化路线……在教科书、 工具书、 古籍、 儿童读物、 哲学社科、
自然科学、 文学艺术等主要出版领域， 均有不凡的文化建树。” ［８］１９５０ 年， 世界书局宣告停业。

大东书局于 １９１６ 年创办， 共有四位创办人， 其中有两位是绍兴人———王幼堂与沈骏声。 王幼堂

（生卒年不详） 曾在中华书局担任协理［９］ ， 大东书局开办时担任总店店长， 后来他又创办了九州书局和

东方文学社两家小型出版机构。 沈骏声 （１８９４－１９４３） 是沈知方的侄子， 担任大东书局经理。 四位创办

人中， “沈骏声最年轻， 精力充沛， 因此他肩负的责任也最繁重， 他为大东书局的逐渐发展壮大， 立下

了汗马功劳” ［１０］ 。 沈骏声有一段传奇经历： 由于大东书局的印刷技术和质量在业内享有盛名， 因此承担

了为政府印制钞票和印花税票的业务。 １９３７ 年，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上海沦陷， 大东书局将印制钞票的

工作转移到香港进行， 不料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也沦陷了。 沈骏声在日军即将到来之际， 于

逃难之前的深夜亲手用铁锤将印制钞票的母版砸毁， 埋在地下， 以免落入日军之手。［１１］ “大东书局是民

国时期著名的集出版、 发行、 销售为一体的机构……主要出版有中小学教科书、 法律、 国学、 中医、
文艺、 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等。” ［１２］ １９５４ 年， 大东书局被拆分， 下辖各部门按其所出版图书的类

别， 分别并入其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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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书店于 １９２６ 年创办， 创办人是绍兴人章锡琛、 章锡珊两兄弟。 章锡琛 （１８８９－１９６９） 曾在商

务印书馆主办的期刊 《妇女杂志》 任主编， 开明书店成立后担任经理等职。 “在民国时期的民间出版销

售机构中， 开明书店以雄厚的实力和充满文化气息的出版物而名列前茅” ［１２］（１２７） ， “因作风严谨， 倾向进

步， 受到教育界、 文化界的赞誉” ［１３］ 。 新中国建立后， 章锡琛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 古籍出版社

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等职。 章锡珊 （１８９１－１９７５） 曾在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担任会计主任， 开明书店创

办后担任协理、 发行所所长等职， 著名的 《开明活叶文选》 与他的策划开发和直接参与密切相关。 章

锡珊虽也是开明书店的创办人之一， 但他为人低调， 关于章锡珊的文献资料寥寥无几， 后人评述说：
“作为绍兴马山镇章家的老二， 锡珊先生应有的故事似乎都被其兄锡琛先生占去了。” ［１４］ 开明书店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与青年出版社合并， 成为今天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２ 高管人士

高管人士在本文中指那些在出版机构里从事业务经营或行政管理的中高级以上职位人士。 这类人

士中绍兴人数量相当多， 构成了绍兴出版人群体的主干力量， 他们遍布于各出版机构内， 其中有些人

在出版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出版机构的创办者， 因而在现代出版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笔

者列举其中几位著名人士： 胡愈之 （１８９６－１９８６）， 他的出版活动经历非常丰富， １８ 岁入商务印书馆工

作， 之后参与推动创办著名的生活书店， 先后主持和创办过多种报刊杂志， 策划出版 《鲁迅全集》，
“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１５］ ， 新中国建立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 杜

亚泉 （１８７３－１９３３）， 他曾经创办过 《亚泉杂志》， 这是由中国人独立主办的第一份自然科学类刊物。
１９０４ 年， 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理化部主任， 任职长达 ２８ 年。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理科类教科书的

编写工作， 后又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刊物 《东方杂志》 的主编，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辉煌业绩

有着他的巨大贡献。 杜亚泉以他的出色业绩和启蒙思想， 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的重要人物。 他去世

之后， 胡愈之在悼文中称其 “虽然没有替遗属留下物质的遗产， 却已替社会留下无数精神的遗产

了” ［１６］ 。 陆高谊 （１８９９－１９８４）， 他自 １９３４ 年起担任世界书局总经理， 在 １９３９ 年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

方去世后， 陆高谊领导世界书局度过了艰难的抗战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曾出任财经出版社社长。［１７］ 范洗

人 （１８８２－１９５１）， 长期在开明书店任职， 抗战期间开明书店不断搬迁， 艰难维系， 在这最困苦的时刻，
他出任开明书店总经理之职， 《故总经理范公事略》 一文对范洗人在此期间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公
司全责， 悉以畀公， 盖其颠连播越， 与抗战相始终， 开明垂绝之业， 得维系不坠者， 固全体同仁矢志

竭诚， 群策群力， 有以致之， 而公休休有容， 指挥若定， 其功实有足多， 宜畅尽厥施也。” ［１８］

３ 跨界人士

跨界人士并非以出版为主业， 因而通常在提到这些人士时， 人们首先并不是将他们作为出版界人

士看待， 但在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发展道路上， 曾经有过在出版界工作的经历或从事过相关活动， 并且

为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跨界人士中多为教育家、 文学家、 社会活动家、 书画家或各界的文人学者。 绍兴自古以来在文化上

就享有盛名， 近现代历史上同样名人辈出， 绍兴出版人群体中的跨界人士可谓星光灿烂， 辉映着现代

出版史的前行征途。 笔者在此列举几位其中的佼佼者以及他们的出版活动： 教育家、 政治家蔡元培

（１８６８－１９４０）， 他于 １９０２ 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兼职， 主持新式教科书的编撰， 他亲自编写的 ５ 册

《中学修身教科书》 被誉为 “不仅影响了一代人的智识水平， 而且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奠定了思想基

础” ［１９］ 。 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者认为： “谈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是不能遗漏蔡元培先生的。 他一直是商务印

书馆的朋友， 关心商务印书馆的事业， 对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奠基性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２０］ 文学

家、 思想家鲁迅 （１８８１－１９３６）， 他介入出版活动时间长、 程度深， “据初步统计， 鲁迅在从事学术活动

与文艺活动的 ３０ 余年中， 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书籍有 ８０ 余种， 丛书 １１ 种……参与编辑的各种文艺

刊物 ２０ 种， 在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１５］（１４７） 。 教育家、 翻译家夏丏尊 （１８８６－１９４６）， 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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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他应聘开明书店主持编务， 后任编译所所长， “夏丏尊为开明书店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

版方向……通过出版， 襄助教育， 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 ［８］ 。 社会活动家、 生物学家周建人 （１８８８ －
１９８４）， 他的编辑出版活动包括先后在商务印书馆、 生活书店担任 《东方杂志》 《妇女杂志》 编辑和

《自然界》 主编。 科学家、 教育家竺可桢 （１８９０－１９７４）， 他于 １９２５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 任编译所

史地部部长， 主持翻译 《大英百科全书》， 主编 《百科小丛书》。
（二） 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基本规模

创业人士、 高管人士和跨界人士构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的绍兴出版人群体， 那么， 这一群体究

竟具有何等规模？ 若将其置于中国出版人整体阵容之中审视， 能否彰显出绍兴出版人群体的气势与

地位？
由于现代出版业时期年代跨度长达几十年， 加上相应统计数据的匮乏， 显然无法用量化的数字来

进行精确统计绍兴出版人群体规模的具体人数。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 研究著述的研读， 根据其

中的史料记载和某些数据， 梳理出现代出版业时期绍兴出版人群体在中国出版人群体中所占的大致比

重， 由此推测出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基本规模。
宋应离等编撰的 《２０ 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１０ 卷本。 鉴于现代出版业时期中国

出版机构的内部机制和行业分工并不是细化和固定化的， 经常出现某人身兼多职， 既从事编辑工作又

担任出版机构管理工作以及图书发行工作， 所以该书使用了 “编辑出版家” 这一名称， 书中共收录 ２０
世纪中国的编辑出版名家 ５４ 人， 其中绍兴籍为 ７ 人， 占比 １３％。

吴永贵所著的 《民国出版史》。 该书的第六章 “大书局重要出版人列传” 和第七章 “其他编辑出版

人物列传”， 共收录了民国时期重要出版编辑人士 １０５ 人， 其中绍兴籍为 １８ 人， 占比 １７％。
姚一鸣所著的 《中国旧书局》。 作者对晚清到 １９４９ 年间上海几百家出版机构进行了精选， 从中选

出 ５０ 家重要的出版机构 （书局） 进行了详细介绍， 其中绍兴籍出版人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共 １０ 家， 占

比为 ２０％。
汪耀华编撰的 《上海书业名录》。 该书收录了不同年份上海出版机构的统计数据， 其中 “１９３５ 年

上海市书店调查” 一表， 收录了 １９３５ 年也即现代出版业鼎盛时期的上海 ２６１ 家出版机构的资料数据，
其中包括这 ２６１ 家出版机构经理籍贯的信息记录， 去掉其中外国籍和籍贯地不清的 １７ 人， 剩下的 ２４４
人中绍兴籍为 ２７ 人， 占总数的 １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该表列出的仅是书店经理的籍贯， 由于某些

书店 （出版机构） 创建者的籍贯是绍兴人而聘用的经理却并非绍兴人， 因而创建者的籍贯未能统计入

表， 所以， 绍兴出版人的实际比例应该较表中统计的百分比还要更高一些。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的数据， 笔者认为可以推算出中国现代出版业时期绍兴出版人在全国出版人中

的占比， 这一占比大约在百分之十几。 此外， 还有一份值得一提的重要资料就是 《浙江出版志》 编纂

委员会编纂的 《浙江出版志》， 该书 “第十篇人物” 之 “第一章人物传略”， 为古往今来浙江重要的出

版人物立传， 其中 １８４０ 年之后出生的浙江出版界人物总共收录了 ２２３ 人， 根据笔者统计， 其中绍兴籍

人士为 ５９ 人， 占比约 ２６％———这一数据反映出在近现代浙江出版人的阵容中， 绍兴出版人占到了其中

的四分之一。
上述数据大致反映了绍兴出版人群体的规模， 这一占比如果按照全国地级市的行政区划来排名的

话， 绍兴籍出版人的队伍规模当可排在全国第一。

二、 绍兴出版人群体的形成原因

绍兴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千百年来， 精诚所毓， 灵秀所钟。 论人才， 俊贤辈出， 灿若

群星； 论文化， 艺苑英华， 歆动中外” ［２１］ 。 绍兴出版人在现代出版业背景下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壮观的群

体规模， 既是绍兴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和深厚文脉的延续， 同时也是绍兴人重视乡情乡谊、 相互扶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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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一） 文化传统的基因延续

世纪之交的 ２０００ 年， 中华世纪坛在北京落成， 中华世纪坛里精选了 ４０ 位 “中华文化名人” 为其

塑像立传， 这 ４０ 人中绍兴一地居然有 ４ 人入选 （王羲之、 鲁迅、 蔡元培、 马寅初）， 占到十分之一，
充分展现了绍兴地区在全国的文化地位和影响。 这一地位与影响植根于绍兴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 当

年梁启超在探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时， 就曾对当时绍兴地区下辖的余姚发出这样的感叹： “而余姚区

区一邑， 更笃生黄梨洲 （宗羲）、 朱舜水 （之瑜） 两大师， 嘻！ 盛矣！” ［２２］

清朝初年， 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 大兴文字狱， 江浙知识阶层受到压制打击尤甚， 传统的

“学而优则仕” 上升途径受到阻碍， 绍兴的知识阶层被迫游走于社会政治的边缘地带。 当代研究者认

为， 这种状态造成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 “文化边际人”， 促使他们改变了 “文化谋生取向”， 从学者型

向实用型转变， “沦于 ‘边缘状态’ 的江浙士人常常视应聘为一种 ‘谋生的途径’ ……使学术本身变

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工具”， 而 “这群 ‘边际人’ 出于地域之内声气相应的考虑， 也会常常相互沟通

引见” ［２３］ 。
笔者认为， 这正是有清一代绍兴著名的地域文化现象——— “师爷文化” ———盛极一时的社会大背

景。 “师爷文化” 构建起绍兴文人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 “入幕习幕” 成为绍兴知识阶层拓展另一种

文化空间与生存空间的尝试。 在当时， 幕僚或师爷的身份， 能够有效地实现知识阶层所追求的保证经

济利益、 人格相对独立、 空间流动自由这几项基本需求。 随着清朝走向衰落， 集合了这些特性的现代

出版业， 遂成为绍兴地区知识群体新的集聚之地。 在出版界的天地里， 他们得以继续行走在以学术为

谋生手段的路径之上， “绍兴人在脱了师爷的长衫之后， 在知识界牢牢占有一席之地”。［２４］ 因此， 在中

国现代出版业五大书局的核心格局下， 绍兴出版人能够在其中占得大半江山， 并非浪得虚名， 而是有

着代代相因的深厚文化传承。 绍兴出版人中的许多人往往是兼具商人与文人身份， 他们或是家学渊源

久远， 或本身就是饱学之士。 同时， 笔者也注意到， 在绍兴出版人群体中， 首领型的创业人士并不太

多， 数量最多的是辅佐型的高管人士， 许多出版机构的经理和高级行政职位都由绍兴人担任， 这是否

也可以视为绍兴地方色彩的 “师爷文化” 在现代出版业中的延续和体现？
绍兴文风兴盛， 自古以来绍兴的藏书业和刻书印刷业兴旺发达， 这亦是绍兴出版人群体形成的重

要历史文化之物质依托。 先看藏书业： 绍兴乃私家藏书重镇， 明清时期的藏书大家有祁氏澹生堂、 钮

氏世学楼等， 名气最大的当属嘉庆年代的黄氏五桂楼， 为规模仅次于宁波天一阁的民间藏书楼， 有

“藏书之富甲越中” “浙东第二藏书楼” 美称； 建于清末的古越藏书楼， 更是成为我国第一家具有近代

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 再看刻书出版业： 自古有刻印书籍以来， 绍兴的刻书出版业在全国颇有影

响， 明清时期绍兴境内书坊林立， 这些书坊的主人， “不仅创办书坊刻印， 而且亲自兼事撰写和编辑，
积极组织发行， 推进了绍兴出版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 ［２５］ 。 藏书业和刻书业的兴盛直接带动了绍兴旧书

业的发展， １９１５ 年， 绍兴人朱遂翔在杭州创办了抱经堂书局， 这家书局以经营旧书为主， 同时也从事

翻刻古书的出版， “书局经营的宋、 元、 明善本、 名人抄本、 稿本达数百万之巨， 吸引了南北书商及国

内各大图书馆来杭采购图书” ［１５］（１４７） ， 抱经堂书局因此成为杭州最有影响力的大书局。
中国现代文坛名人包天笑曾这样评价： “绍兴人对于书业有根底， 向来对于旧书业有办法， 现在对

于新书业， 一样有办法。” ［２６］现代出版业的舞台， 遂成为绍兴出版人群体的施展空间。
（二） 地缘乡情的纽带联结

有研究者认为， 民国时期的文人圈里有个 “绍兴帮”， “帮主非蔡元培先生莫属” ［２４］ 。 蔡元培的

“帮主” 之名虽带戏说成分， 但也有几分依据。 蔡元培被认为是一个极重乡情乡谊之人， 他有一句名言

常常被引用： “吾辈既为绍兴之人， 则绍兴一切之事， 非吾辈之责任乎？” ［２７］ 笔者以为， 蔡元培所言的

“吾辈” 范畴， 涵盖了现代出版业时期的绍兴出版人群体， 尽管这个群体并不是某个具体的社团或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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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类的实体性机构， 但我们考察现代出版业的历史， 却可以感受到 “绍兴帮” 的真实存在。 地缘乡

情， 就是绍兴出版人群体的联系纽带。
笔者以商务印书馆的杜亚泉为例： 杜亚泉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理化部主任之后， “引进杜山佳、 杜山

次、 杜就田、 寿孝天、 骆师曾、 章锡琛、 杜其堡等绍兴籍知识分子， 亲自在商务印书馆培育了中国第

一个自然科学教科书编辑团队”。［２８］ 杜亚泉的这个团队， 被称为商务印书馆内的 “绍兴帮”。 曾经的团

队成员章锡琛回忆道： “理化部编辑员都是他的同乡， 因而在编译所里被称为 ‘绍兴帮’。” ［２９］ 著名作家

茅盾在初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当编辑时， 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理
化部是绍兴帮， 除了校对之类少数人也许不是绍兴人。” ［３０］

杜亚泉的 “绍兴帮” 团队还只是存在于商务印书馆的某一部门， 而章锡琛、 章锡珊兄弟创办的开

明书店就完全是绍兴出版人的大本营了。 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 记者曹聚仁先生曾这样评述： “开明书

店乃是绍兴帮……在我们看来， ‘开明’ 却是最富绍兴气氛的书店。” ［３１］ 章氏兄弟极重乡谊， 开明书店

创办几年之后， 章锡琛就聘请他的老师杜海生担任开明书店经理。 杜海生是绍兴著名的乡绅， 清末民

初在绍兴兴办教育， 是山会师范的创办人之一， 章锡琛本人正是毕业于这所学校。［３２］ 章锡琛将乡情乡谊

的感召力发挥到极致， 集聚于开明大旗之下、 先后在开明书店任职或从事出版活动的绍兴籍名师大家

星光璀璨， 如胡愈之、 孙伏园、 夏丏尊、 周建人、 邵力子、 朱自清、 刘大白等人， 他们都是章锡琛的

好朋友， 又是文化素养和人生追求极高的优秀人士。 正因为如此， 开明书店虽然在五大书局中开办最

晚， 却迅速声名鹊起， 对老牌大书局形成强大竞争压力， “在 ‘商务’ 老板心目中…… ‘开明’ 才是他

们的劲敌， 因为 ‘开明’ 是属于绍兴体系中， 稳扎稳打， 一步一步要爬上来的” ［３１］（１８５） 。
现代出版业时期， “绍兴乡人之间互相帮助、 互相提携是增强他们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２８］（８０） 。 这方

面的案例也相当丰富， 笔者试举两例。 其一： 孙伏园， 他号称中国的副刊大王， 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编

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 历时最长的人物之一。 绍兴籍著名作家、 教授章廷谦当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

学时， 经常给孙伏园主编的 《晨报副刊》 投稿， 受到他的提携； 作为学生的章廷谦又与正在北大任教

的鲁迅结识， 得到鲁迅的指导与帮助； 章廷谦之后的人生之路从此与孙伏园和鲁迅结缘。 １９２４ 年， 章

廷谦与鲁迅、 孙伏园发起创办著名的 《语丝》 杂志。 其二： 胡愈之， 他 １８ 岁就来到上海进入出版界工

作， 从一个练习生起步， 努力打拼， 终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 上虞家乡的青年以胡愈之为学习楷模，
到上海求职就业遇到困难也会寻求他的帮助， 胡愈之始终保持待人敦厚温和的秉性， 极具感召力和凝

聚力， “凡是从上虞家乡来上海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得到过他生活上的帮助和对于人生之路的指引。
胡愈之成了在沪上虞青年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３３］ 。

三、 结 　 　 语

出版业是商业， 出版人的行为自然也是商业行为， 然而他们生产制造的产品是特殊商品， 具有强烈

的文化属性。 绍兴出版人群体受千百年来绍兴地域人文大环境的渗透洇漫， 深得其文化精髓， 他们用

自己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 把绍兴的文化底蕴带入到现代出版活动之中， 在推动现代出版业发展的

同时， 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出版文化的构建， 这种地缘文化带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值得我们深入探

究。 绍兴出版人群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 本文仅仅涉及了这一群体的构成、 规模以及形成原

因的探讨， 意在抛砖引玉， 希望能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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