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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北大图书馆所属出版部及其前身的图书出版 

——基于文献检索的数据 

 
 

摘要：基于文献检索，介绍并分析隶属于北大图书馆的出版部的图书出版情

况；指出隶属于北大图书馆的出版部出版的图书版本绝大多数为铅印本，其出版

发行的书籍几乎涉及所有学科，尤以人文与社会科学为著，不少后来还成为相应

学科的奠基之作，其刊印的图书质量较高，发行校内外，即使在当下，这一点也

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部；图书出版；文献检索 

0  引  言 

1904 年 1 月，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按《奏定大学堂章程》应改称图书馆，但

对外仍沿用藏书楼之名，即“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
[1]。1912年 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其藏书楼亦改称为北京大学图书

部（1930 年 12 月正式称为图书馆）；其编书处也更名为北京大学收发讲义室，

隶属于北京大学图书部。之后，隶属于图书部的收发讲义室负责北大讲义的印刷、

管理、分发等事宜。1917年 12月，收发讲义室有 4名职员，即事务员（收发讲

义室主管）李振彝，书记（收发讲义室办事员）鲁麐光、江永年、程绪颐；其《办

事细则》写道：“收发讲义室承校长、学长及图书主任之命掌理左列各事务：经

理关于中西文讲义之收发并讲义证，（中）西文讲义收稿付印及催取……”[2] [3] 

1918年 3月中旬，北京大学校方通告称：“本校印刷品日渐增加，现特改收发讲

义室为出版部，仍隶属于图书馆，以李振彝为该部事务员。”[4] 1918年 11月 26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259号刊载的《出版部规程草案》有云：“本部隶属于庶

务主任，经理本校印刷出版物，并掌理各科讲义。”[5] 当时的庶务处主任为李辛

白（1875—1951，原名修隆，字燮枢），1919 年 12 月任升格后的出版部（与图

书部、仪器部、庶务部等均隶属于总务处）主任。据此，可以认为北大出版部至

迟在 1918年 11月 26日已隶属于庶务部，而不是之前的图书部（馆）了。 

本文检索的主要文献源与拙文《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年 35卷第 1期）基本上相同，即国家图书馆联机

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1996年出版）、

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的“民国时期文献总库·民

国图书数据库”、《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文献联合目录·民国编》（全十八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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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重庆出版社 2011 年出版）、CADAL 数字图书

馆、读秀数据库图书频道等[6]，再结合“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孔夫

子旧书网”和《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北京大学出版部广告》《英文用书表》

等相关信息。 

1  1912.5—1918.11 北大出版部及其前身出版的非教育、

非外语图书及其分析 

文献检索时发现，《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一些《北京大学出版部广告》和

《北京大学法科出版部广告》中的图书一致，如 1918年 8月 10日第 192号刊载

的《北京大学出版部广告》与 1918年 8月 14日第 193号刊载的《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广告》均列有北京大学教授兼法科学长王建祖（1879—1935，字长信）选

注或选用的英文书籍 Reading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财政时论选

录》）和 Public Finance of Bastable（《巴士得布财经学》，即英国 C. F. Bastable

著的 Public Finance，伦敦 Macmillan & Co.1892年初版）。1918年 3月 16日

出版的 93号《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有《法科图书馆出版部告白》一文，其内

容是有关该部出版、北大法本科经济学门大四学生王少右、陈灿的译著《欧洲战

时之经济财政》之广告。再通过查阅，北大史学教授陈怀（1877—1922，字孟冲，

号辛白）所著的北大文科史学讲义《清史要略》，有北京大学法科出版部 1918

年和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0年 2月两个初版本。因此，可以认为，北大法科出版

部隶属于北大法科图书（分）馆，后来归并到隶属于北大图书馆的出版部了。 

截止到 1918年 11月，出版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大学法科出版部及其

前身出版的图书，经检索，至少有 57种非教育、非外语图书（见表 1）。 

表 1  1912.5—1918.11出版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法科出版部及其前身的非教育、非外语

书籍统计 

版本与

形式 
书名 作者 出版者 

初版时

间 
中图法分

类 

油印讲

义 
文章学 沈尹默 

北京大学收发

讲义室 /出版
部 

1913-191
8 

文学 

铅印讲

义 
学术文录（模范文

选） 
沈尹默 

北京大学收发

讲义室 /出版
部 

1913-191
8 

文学 

铅印/油
印本 

中国古代文学史 朱希祖 
北京大学收发

讲义室 
1913-191

7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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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印讲

义 
中国文学史 吴梅 

北京大学收发

讲义室 
1917 文学 

铅印讲

义 
票据法讲义 余棨昌 

北京大学法科

讲义收发室 
1917 法律 

铅印讲

义 
世界文明史讲义 何炳松 

北京大学收发

讲义室 /出版
部 

1917.9-1
918.6 

历史 

铅印本 
近代欧洲文学史讲

义 
周作人 

北京大学收发

讲义室 /出版
部 

1917.9-1
918.6 

文学 

铅印讲

义 
中国财政史讲义 胡钧 

北京大学收发

讲义室 /出版
部 

1917.9-1
918.6 

经济 

铅印讲

义 
罗马法（6编） 张煜全 

北京大学法科

收发讲义室 /
出版部 

1917.9-1
918.6 

法律 

铅印本 海船法草案 周家彦 
北京大学法科

收发讲义室 /
出版部 

1917.9-1
918.6 

法律 

铅印讲

义 
商法（讲义） 周家彦 

北京大学法科

收发讲义室 /
出版部 

1917.9-1
918.6 

法律 

铅印本 商行为草案 周家彦 
北京大学法科

收发讲义室 /
出版部 

1917.9-1
918.6 

法律 

铅印本 德意志刑法草案 王荫泰 
北京大学法科

收发讲义室 /
出版部 

1917.9-1
918.6 

法律 

铅印本 公司条例（草案） 周家彦 
北京大学法科

收发讲义室 /
出版部 

1917.9-1
918.6 

法律 

铅印本 现时战事国际法论 张嘉森 
北京大学法科

收发讲义室 /
出版部 

1917.9-1
918.6 

法律 

铅印本 
欧洲战时之经济财

政 

（日）堀江归

一著；王少右、

陈灿译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3 经济 

铅印本 德意志之战时经济 

（瑞典）嘉塞

尔（Karl 
Gustav Cassel）
著；陈灿译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4 经济 

不详 
社会与教育学术演

讲录 
不详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5 

社会科学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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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医学学术演讲录 不详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5 医药、卫生 

铅印讲

义 
印度哲学概论（讲

义） 
许丹、梁漱溟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上
半年 

哲学 

油印讲

义 
中国历史讲义 杨敏曾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上
半年 

历史 

铅印本 
中国史讲义（上世

史） 
杨敏曾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7之
前 

历史 

铅印本 论语足征记 崔适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7之
前 

文学 

油印本 史记探源 崔适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8之
前 

历史 

油印讲

义 
诗学讲义 黄节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8之
前 

文学 

铅印本 文字学形义篇 朱宗莱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8 语言、文字 

铅印本 诗学 黄节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8 文学 

铅印本 春秋复始 崔适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8 历史 

铅印本 
西洋伦理学史（第

一、二编） 

（日）吉田静

致著；杨昌济

译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9 哲学 

铅印本 
本国人文地理（2
册） 

钱振椿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9 地理 

铅印本 
代数学讲义（第一、

二编） 
石鸿翥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9 数学 

铅印本 模范文选（甲编） 程演生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9 文学 

铅印本 
现行律例关于民事

有效部分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9 法律 

铅印讲

义 
罗马法讲义（罗马

法第二版） 
黄右昌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10 法律 

铅印本 哲学概论 陈大齐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0 哲学 

铅印本 
代数学讲义（第三

四编） 
石鸿翥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1 数学 

铅印本 
中国史讲义（中世

史） 
杨敏曾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1 历史 

不详 
伦理学之根本问题

（上卷） 

（德）利勃斯

（Theodor 
Lipps）著；杨
昌济译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1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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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印本 
西洋伦理学史（第

三编） 

（日）吉田静

致著；杨昌济

译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1 哲学 

铅印本 文字学音篇 钱玄同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1 语言、文字 

铅印本 
（重印）曲品（附

传奇品） 

（明）郁蓝生

撰，（清）高奕

撰传奇品（二

卷）；吴梅校勘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1 文学 

铅印本 （重印）词源 
（宋）张炎撰；

吴梅校勘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1 文学 

铅印本 
（北京大学预科）

文范（1-3卷，6册） 
伦明、陈怀、

林损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11/

12 
文学 

铅印本 
新编印度哲学概论

（印度哲学讲义） 
梁漱溟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下
半年 

哲学 

铅印本 中国文学史要略 朱希祖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 文学 

不详 
中华国本之研究

（即《兴国大计》） 
胡默青（春霖）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 政治 

铅印本 清史要略 陈怀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 历史 

铅印讲

义 
西洋近世史 何炳松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 历史 

铅印讲

义 
中国文学讲授发端 

林损（北京大

学编）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 文学 

铅印本 （重印）中原音韵 （元）周德清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 文学 

铅印本 
（重印）切韵考外

篇 
（清）陈澧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 语言、文字 

铅印本 经济名词英和索引 马寅初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 经济 

铅印本 强制执行法草案 左德明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 法律 

铅印本 破产法草案 林行规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 法律 

铅印本 票据法草案 周家彦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 法律 

不详 英国契约法 
（英）Anson
等著；梁敬錞、

薛汝铣编译 

北京大学法科

出版部 
1918 法律 

油印讲

义 
本国史讲义 曹位康 

北京大学出版

部 
1918-192

1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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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部及其前身收发讲义室的校内服务职能之一即是印发授课讲

义。据表 1，隶属于图书馆的出版部及其前身出版的图书，大都是源自北京大学

教师编写的讲义。例如，朱宗莱（1881—1919，字蓬仙，一字布宣）著的《文字

学形义篇》是作者教授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课程之讲义稿，与钱玄同的《文

字学音篇》相表里；北京大学编的《中国文学讲授发端》实际上是林损（1890

—1940，字公铎，又字攻渎，别号叔累）所著、1918 年起使用的北大“中国文

学”课程讲义。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的《诗学》是

北京大学出版部于 1918年 8月出版发行于校内外的，是他 1910年版《诗学源流》

（主讲两广优级师范之讲义，粤东编译公司承印）一书的修订本；1919 年，即

五四运动那一年，《诗学》已于当年 9月出第 2版，因其初版在 1918年，所以《诗

学》是产生于中国新旧时代交替时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近代研究中国诗歌的

开创性著作，它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

国小说史略》一样具有学科建设的奠基意义。”[7] 黄节曾于 1917年至 1925年、

1929年至 1934年两度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发行其《诗学》一

书的蓝本，就是他在北大教授文科国文门二三年级的油印本《诗学讲义》。黄右

昌（1885—1970，字黼馨，号溇江子）的《罗马法讲义》是北京大学法科出版部

于 1918年 10月印行的铅印讲义，是黄氏在湖南法政学校任教期间于 1915年 2

月初版《罗马法》的再版本，北大校长蔡元培题签并作序[8]。查阅 1919 年 4 月

下旬《时报•余兴》、1919年 5月上旬《申报》上刊载的北大出版部书籍书目，《程

选模范文》定价为大洋 4角，而 1919年 11月 20日亚东图书馆再版（8月 15日

北大少年中国学会初版）、北大少年中国学会编辑的《少年中国》杂志第 1卷第

2期上刊载的北大出版部书籍的书目中的《程选模范文》定价为大洋 7角，与表

2中北京大学出版部于 1918年 9月出版程演生编选的铅印本《模范文选》一致，

这说明在该铅印本《模范文选》刊行之前，北京大学出版部曾刊行过程演生的《模

范文选》讲义（北京大学出版部后来也刊行过北京大学国文教授会编注的《模范

文选》讲义）。辛亥革命后慈溪县第一任县长杨敏曾（1858—1939，字逊斋）所

著的《中国史讲义（上世史）》和《中国史讲义（中世史）》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

文预科二、三年级历史课时的讲义，已先后铅印在校内外发行（1919 年上海亚

东图书馆经销过这两本书），它们之前的油印本是《中国史》或《中国历史讲义》，

接续上世史、中世史的近世史油印讲义《中国史》也于 1920年 6月印出[9]。 

不过，1912.5—1918.11间，北京大学教师编写的讲义不是都公开发行，有

的一直是校内使用的讲义。表 1“版本”一栏中，凡是标柱有“讲义”字样的，

均为校内使用的讲义，不对外发行。例如，中国近代词曲大家吴梅（1884—1939，

字瞿安，号霜厓）曾为北大文科国文门三年级“中国文学史”课程编写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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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讲义，在表 1“版本”一栏中，标柱为“石印讲义”，即该著作只有校

内讲义形式的石印本（国内已经失传，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于 2004年春在法

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发现并复制了吴梅当年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

史”课程时的这份讲义[10]），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没有公开发行（2005年 9月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有吴梅的这份《中国文学史》

讲义）；北大文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沈尹默（（1883－1971，字中、秋明，

号君墨，别号鬼谷子）的《学术文录》仅有铅印讲义传世，未及写成一部专著公

开出版发行，故该书在表 1“版本”一栏中，标柱为“铅印讲义”。 

表 1 中列出的图书，不少为该学科的开山之作。例如，1917—1918 年间，

周作人编写的《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被视

为“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文学史建构之典范”，“颇有见解的

学术专著”；1918年 10月北大出版部出版的陈大齐《哲学概论》，是中国现代哲

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专著，再版 50多次，影响极大；陈

怀为北大课程而撰著的讲义《清史要略》是我国清史学科上的奠基之作。 

表 1 中的图书，有一些系人们认知的“跨界”书籍。例如，朱希祖（1878

—1944）撰写的讲义《中国古代文学史》（前有《总论》，为铅印；正文讲述从黄

帝至战国之文学史，为油印）和《中国文学史要略》。朱希祖，字逷先，又作迪

先、逖先，浙江海盐人，于 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任过预科教授、文

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 1932年方才离

开。一般人心目中，朱希祖是著名史学家。不过，朱希祖初到北大那几年，教的

是“中国文学史”课程，讲义《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要略》即是为

该课程编写的。据 1917年 11月 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文科本科现

行课程》，朱希祖给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

给二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给英国文学门一、二年级学生开“中国文

学史要略”，但没在历史系开课。据 1919至 1920年度《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

一览》，朱希祖所开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要略”（2学时）、“中国文学史（一）”

（欲专习中国文学者习之，2学时）、“中国诗文名著选”（4学时）、“史学史”（1

学时）。可见，只是在 1920年出任史学系主任后，朱希祖所开课程，方才逐渐转

移到史学方面[11]。 

表 1中的书目，也可反映一些书是分步出版发行的或有不同版本。例如，日

本吉田静致著、杨昌济译述的《西洋伦理学史》一书，先出该书的第一、二编（定

价为大洋 0.25元），接着出版的是该书的第三编（定价为大洋 0.35元）；该书第

四编（定价为大洋 0.4元）是于 1919年 5月由北大出版部出版发行的；不久该

部又出了该书的全编（定价为大洋 1元），与第一、第二编，第三编，第四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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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定价一样。德国利勃斯（Theodor Lipps）著、杨昌济译的《伦理学之根

本问题》也是如此，北大出版部先出版发行其上册（定价为大洋 0.25元）；该书

的下册（定价为大洋 0.25元）是于 1919年 3月刊行的。另据表 1，北大出版部

的出版物中也有中国文学，中国语言、文字等类的旧曲新弹品，如《（重印）中

原音韵》《（重印）切韵考外篇》，以及吴梅校勘的《（重印）曲品》《（重印）词源》

等。 

2  出版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及其前身的教育类图书及其分

析 

“编印校内宣传资料，也是大学出版部的职责之一。北京大学出版部……还

多次承担制作校庆纪念册的任务。以上书刊编印与正式的图书编辑出版不同，其

根本出发点在于服务学校日常工作，而非对外的出版发行，编印这些资料并不盈

利，仅收成本费用。”[12] 除表 1出版的书籍外，北大出版部及其前身于 1912年

5月—1918年 11月间还出版过北大的“同学录”“职员录”“规程”之类的本校

特有的书籍，它们的中图法分类均属于“教育”。除检索前述的文献信息源外，

加上王灿炽编《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 1985年 11月出版）、北京瀚文

典藏文化有限公司开发的数据库“瀚文民国书库”等检索工具，这类出版物至少

有 8种（见表 2）。 

表 2  1912.5—1918.11出版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法科出版部及其前身的本校特有的书籍

统计 

版本

类型 
书名 作者 出版者 初版时间 

不详 大学豫科同学录 
国立北京大

学 
北京大学 1912 

铅印

本 
国立北京大学分科规程 

国立北京大

学 
北京大学收发讲

义室 
1916.4 

油印

本 
北京大学职员录 

国立北京大

学 
北京大学收发讲

义室 
1917.5 

铅印

本 
北京大学职员录 

国立北京大

学 
北京大学收发讲

义室 
1918.2 

铅印

本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 徐宝璜等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18.6 

油印

本 
（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文科一

览 
国立北京大

学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18 

铅印

本 
（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国立北

京大学规程 
国立北京大

学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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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印

本 
（民国七年最近改正）国立北京

大学规程 
国立北京大

学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18 

表 2中所列各书，对了研究北京大学的校史具有重要意义。 

3  出版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及其前身的外语类图书及其分

析 

1912年 5月—1918年 11月间，北京大学出版部及其前身也刊行北大教师授

课使用的外文书籍。这是因为原版外文书价格昂贵，师生一般难以承担高昂的购

书费用，对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构成阻碍。北京大学出版部针对这一情况，抓住

中国当时尚未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印制外文书相对自由的时机，开展外文图书翻印

业务，由于没有版税只需要单纯的印刷成本，因此大大降低了购置外文书籍的费

用。这一业务的开展，不仅受到北大师生的欢迎，也受到其他高校甚至全国文化

教育界的欢迎[13]。这些外文书籍，从《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刊载的文章和广

告可窥一斑。例如，1918年 5月 3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出版部告白称：“新

出版萧伯讷（Bernard Shaw）剧教科书一种，每册定价大洋七角，本校学生按八

折收价，校外批发按九折收价。”[14] 据 1918年 8月 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

的《北京大学出版部广告》，该英文萧伯讷剧教科书为 1册，由时任北大文本科

教授兼哲学教授会主任陶孟和（1888—1960，原名履恭）辑录。这些外文图书至

少还包括胡适的 Seleted Contemporary Dramas（《近世欧洲名剧选刊》），杨荫

庆（1888—？，字子馀，曾用名庆荫）的 A new selection of English Essays

（《（新编）英国散文选刊》），王建祖的 Reading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和 Public Finance of Bastable，《英国史》（English History），《西洋文明史》

（即美国记者、小说家和通俗历史教科书作者 Charles Morris著、初版于 1890

年的 Civilization: An historical review of its elements）等[15]。结合 1918

年 12月 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267号上刊载的《北京大学出版部广告》等提

供的文献线索，1912年 5月—1918年 11月出版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法科出版

部及其前身的外文书籍至少有 17种（见表 3）。 

表 3  1912.5—1918.11出版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法科出版部及其前身的外文书籍统计 

书名 
著者或选

用者 
出版者 初版时间 中图法分类 

Seleted Contemporary Dramas（近
世欧洲名剧选刊） 

胡适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7之
前 

文学 

萧伯讷（Bernard Shaw）剧 陶孟和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7之
前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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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election of English Essays
（（新编）英国散文选刊） 

杨荫庆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7之
前 

文学 

Berlitz: Premier liver（法文版《第
一本书》：世界语的基础教科书） 

（波兰）L. 
Lazarus 

Zamenhof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8 语言、文字 

拉丁文提纲（法文释义） 
（德）梅理

慈/梅尔慈 

北京大学

法科出版

部 

1918.11之
前 

语言、文字 

拉丁文提纲（德文释义） 
（德）梅理

慈/梅尔慈 

北京大学

法科出版

部 

1918.11之
前 

语言、文字 

拉丁文演习（法文释义） 
（德）梅理

慈/梅尔慈 

北京大学

法科出版

部 

1918.11之
前 

语言、文字 

拉丁文演习（德文释义） 
（德）梅理

慈/梅尔慈 

北京大学

法科出版

部 

1918.11之
前 

语言、文字 

English Essays（英国散文，即
English Prose） 

John 
Matthews 

Manly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 文学 

Reading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经济财政时论选录） 

王建祖 
北京大学

法科出版

部 
1918 经济 

Public Finance of Bastable（巴士得
布财经学） 

王建祖 
北京大学

法科出版

部 
1918 经济 

English History（英国史，即 Edward 
Werner 选用的 Facts of English 
History） 

David H. 
Montgomer

y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 历史 

Civilization: An historical review of 
its elements（西洋文明史） 

（美）

Charles 
Morris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 历史 

La Question D’Argent（金钱问题）
（法文戏曲） 

（法）

Alexandre 
Dumas, fils
（小仲马）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 文学 

Lingua Latina（拉丁文） 辜鸿铭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 语言、文字 

Logik von Dr. Th. Elsenhans mit 13 
Textfiguren（“德文论理学”原著，
即 1909 年 于 德 国 出 版 的

Psychologie und Logik） 

（德）

Theodor 
Elsenhans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 哲学 

德意志科学论文选录 顾兆熊 
北京大学

出版部 
1918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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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的外文教材或教参书中，大都为“文学”“语言、文字”类图书，是

任课教师为北大文本科英语门、法语门、德语门等学生和预科学生选用或编注的

外文书籍。它们大都经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制后，在校内外公开发行，如果是原

著翻印，价格便宜很多。 

4  结  语 

隶属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出版部出版的图书，版本包括铅印本、石印本、油

印本、影印本等，其中绝大多数为铅印本。对同种公开发行的图书而言，油印本

的价格一般比其铅印本要便宜，如崔适（1852—1924，字怀瑾，一字觯甫）的《史

记探源》在北大出版部于 1922年 6月出版该书的铅印本初版之前，其油印本就

以讲义的形式在校内外发行（该书的油印本和铅印本均为 2册，其中油印本的售

价为大洋 0.6元[16]，而通过查阅，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2年 6月出版的《史记探

源（卷 1-4）》和《史记探源（卷 5-8）》铅印本均定价大洋 0.8元，故 1922年 6

月出版的《史记探源》共定价为大洋 1.6元，比油印本要多 1元）。这一时期，

北大出版部出版发行的书籍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著，正所谓“体现出人文精神与人

文追求”[17]，不少后来还成为相应学科的奠基之作。其印制的中外文图书，既有

仅校内发行的讲义，也有依靠当时北大的学术影响力，在校内外公开发行的，即

使在当下，这一点也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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