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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一张珍藏60年的济

南图书社股票

据有关史料记载，1 8 6 0年
烟台开埠后，最早的书店之一
便是1913年在济南芙蓉街创办
的教育图书社在烟台设立的分
社。于世显老人告诉笔者，他的
父亲于新圃是烟台分社的副经
理，经理是荣成市成山镇成山
一村人袁子玉。烟台分社的社

址在烟台北大街西沙旺以东。
烟台分社的主要任务是批

发上海中华书局、济南教育图
书社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图
书及实验教学仪器。当时成山

书店的教科书大多都是从烟台
分社购进的。烟台分社不经营
零售业务，一年到头，6名员工
始终保持轮流有一个人在家休
假，工作、休假两不误。济南教
育图书社烟台分社的经理、副
经理和 4 名伙计，都是老荣成
人，他们为烟台、威海地区的图
书批发、文化启蒙做出了功不
可没的贡献。

笔者采访时，于世显老人
还拿出父亲传给他、至今珍藏
的济南教育图书社股份有限公
司 股 票 票 证 。股 票 是 于 新 圃
1953年在济南教育图书社认购
的。股票资料显示，当时资本总
额为人民币五亿九千五百八十
九万元，股份总额为6621股。

●济南教育图书社：由

荣成人鞠思敏等创办

由此不得不介绍一下济南

教育图书社。据有关史料记载：
1913年10月，鞠思敏、王祝晨等
发起，李云亭、吕鹤年主持，在
济南创办教育图书社。上世纪
30年代中期，济南书业界形成5

个较大的书店，除商务印书馆、
世界书局 2个分号不是荣成人
为主经营的外，其余济南教育
图书社、东方书社和北洋书社3

家书店都是以荣成人为主体创
办经营的。

先后在教育图书社工作过
的荣成人有：李云亭 (第一任经
理 )、李通甫 (李云亭之子、第二
任经理)、李静庵(第三任经理)、
吕鹤年 (第一任会计 )、刘介亭
(第二任会计)，除经理、会计外，
还有普通职工20多人也是荣成
人。

荣成市成山镇成山三村退
休教师、年逾九十的李际良先生
年轻时曾在济南教育图书社供
职，他介绍说，济南教育图书社
创建于1913年10月，由鞠思敏、王
祝晨等发起，联络山东教育界近
200人集资大洋5000元，在济南芙
蓉街创办。鞠思敏，名承颖，1872

年3月3日生于荣成市成山镇成
山一村鞠家胡同，曾任山东省第
一乡村师范、正谊中学等学校校
长，被誉为“山东的蔡元培”。王
祝晨，名世栋，山东省齐河县
人，山东优级师范早期毕业
生，曾任济南一中校长，新中
国成立后任山东省教育厅副
厅长、省政协副主席。二人都
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特别
是鞠思敏先生，他亲历了甲
午中日黄海海战清军失利后日
军进犯荣成县城，亲自参与了辛
亥革命在省城、在荣成的战斗，
他深深体会到，要取得反帝反封
建的胜利，必须重视教育，唤起
民众。

教育图书社创办初期 ，拟

仿照上海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

局的经营方式 ，自搞编辑 、印

刷 、发行，后因人力 、财力不足，

遂专营发行 。后向上海中华书

局投资5 0 0 0元 ，取得中华书局

山东特约分局权利 ，经销该局

出版的教科书 、图书和该局生

产的理化仪器 、文教用品。该社

以“辅助山东教育为主旨”，不

仅在山东卓有影响 ，还将业务

扩展到河南 、河北等地，取得了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 9 1 4

年7月1日 ，教育图书社发行的

股票称“本公司定名教育图书

社，专营教科书文具发行事业，

股本上海通用银元10000元，分

作1000股 ，每股10元。”从五四

运动到抗日战争前 ，济南教育

图书社年销书额都超过 2 0 万

元 ，成为图书发行行业的佼佼

者。

与此同时 ，济南教育图书

社还为济南的图书行业培养了

大量的人才 ，促进了济南乃至

山 东 图 书 出 版 和 发 行 业 的 发

展。日伪统治济南时期，因拒绝

发行日伪教科书而遭到当局迫

害 ，实力大衰 。抗战胜利后 ，仍

是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局面。新

中国成立后，以经营仪器 、文具

为主 ，1 9 5 6年在对私营资本主

义工商业改造中并入济南市百

货公司。

●成山书店：荣成县最

早的私有股份制书店

说到荣成人开书店，也要

讲讲荣成当地的书店。成山书
店是荣成县城内开办最早的一
家专门经营图书的私有股份制
书店。

据《荣成县商业志》记载：
“成山书店，掌柜石可亭，从业
人数2人；开业时间1921年；1941

年歇业。”根据所记线索，笔者
在成山镇大石家泊村找到了成
山书店经理石可亭的儿子、现
年 7 7岁的石曰慈先生。据石先
生介绍，1921年春天，由荣成县
立第一小学校长、谷牧的老师
唐述尧先生出房子作股份，与
济南教育图书社掌柜李云亭等
5 人集资入股，由石可亭任掌
柜，开办了成山书店。店址在荣
成县城南北大街道东吉市胡同

往北。
该书店主要经销济南教育

图书社由烟台分社转发来的中
华书局的初、高级小学教科书、
图书及实验、文体器材和文具。
1 9 4 1年初，因成山书店秉承爱
国抗日的宗旨，宁可关门也不
为日本人经销日伪图书，成山
书店关门歇业。石可亭写一手
好字，当年号称“龙须岛的一支
笔”，那时龙须岛附近的标语、
门牌，机关团体的节庆对联，大

多都出自他的手笔。
后 依 据 石 曰 慈 的 介

绍，笔者又在成山镇小石
家泊村寻访到成山书店会
计刘同伦的女儿刘云霞。
据刘云霞讲，刘同伦头脑
灵活，办事认真，书店的记

账、销售、整饰店铺、打扫卫生、
烧火做饭，打理得有条不紊。

成山书店在荣成县城开办
的20年间，为荣成教育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传播、学生的教育
启蒙、爱国抗日精英人才的培
养做出了重大贡献。荣成第一
个共产党员孙继周、中共荣成
特别支部书记李江、著名民族
学者马学良、当年在荣成县立
第一小学读书的谷牧等都是成
山书店的顾客。老荣成县图书
馆买进的荣成第一部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一卷，也是由成山
书店经营购进的。

●文化书店：中共荣

成临时县委的诞生地

据《荣成县商业志》记载：
文化书店，掌柜夏文暄，从业人
员5人，开业时间1923年，1948年
歇业。

据原成山镇成山二村人、
现吉林农业大学退休教授田宏
炜先生介绍，荣成文化书店是
1 9 2 3 年由桥头人夏文暄创办
的，店面位置在荣成县城东西
大街，田宏炜的父亲田家栋参
与了文化书店的创办。夏文暄
是文化书店的经理，伙计刘国
珩 1 9 3 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天
福山起义后，任胶东抗日办事
处主任兼东海警备大队政委，
1939年在文登“葛家惨案”中遇
害，年仅2 3岁。1 9 4 8年秋，文化
书店迁往威海卫。文化书店其
实 是 荣 成 地 下 党 活 动 的 联 络
站。据《中共荣成市组织史资
料》记载：“1 9 3 7年8月，荣成县
的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
曹漫之、丁光等在荣成文化书
店 成 立 了 中 共 荣 成 临 时 委 员
会。曹漫之任书记。后改为中共
荣成县特别支部。”

据成山二村92岁的村民唐
喜麟回忆，文化书店主要经营
图书、文化用品兼销生活用品
及民用杂货，在成山百姓中，口
碑很好，文化书店是进步青年、
学生看书求知学习的园地。当
年一大批在北平、济南读书因
日寇入侵回乡的学生都是文化
书社的常客。

1913年，荣成人鞠思敏等创办济南教育图书社

荣成人与百年书店
隔 李继发

于世显珍藏的济南教育图书社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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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6日周六上午
9:30，大众讲坛将继续联合山东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中华
民族历史与精神”系列讲座，本

期邀请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副院长杨加深作题为

《中国书法审美提纲》的讲座。
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之瑰

宝，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
对书法之美有着不同的理解与
追求。本讲座提纲挈领地讲述
汉字书法自产生以来在历朝历
代，及不同地域的不同审美趋

向及其原因，以期明晰展现中
国书法审美的大致脉络与发展
轨迹。杨加深，历史学博士，语
言文字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
员。书法师从孙坚奋 (已故 )、徐
超、王长水等著名学者和书法

名家，以魏碑、行、草见长。首都
图书馆、山东大学博物馆等均
有作品馆藏。

讲座时间：7月6日 (周六 )上
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中华民族历史与精神”

系列讲座

中国书法审美

在荣成市成山镇康

村村民于世显老人家

中 ，珍 藏 着 一 张 6 0 年

前，由他父亲于新圃署

名认购的济南教育图

书社的股票票证。殊不

知 ，这 一 张 股 票 牵 出

的，却是老荣成人在烟

台、济南等地创办百年

书社的段段书香历史。

1913年10月，济南

教育图书社在济南创

建，教育图书社的诞生，

是民国时期山东图书发

行事业发展的历史见

证，其后的发展变迁，更

见证了近代山东爱国教

育人士为实践“教育救

国”理念所做出的不懈

努力。在上世纪30年代

中期，济南书业界 5个

较大的书店中，除商务

印书馆和世界书局两

个分号不是荣成人为

主经营的外，其余几家

都是以荣成人为主体

创办经营的。荣成人与

书店，有着怎样的渊源

呢？

成山书店股董唐述尧与谷
牧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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