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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书的诞生》

内容概要

《印刷书的诞生》是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与马尔坦的经典之作，自一九五八年於法国出版以来，
已成为西方书籍史与出版史研究人员必读的基《印刷书的诞生》目。印刷书的勃兴是一段不容小觑的
历史进程，费夫贺与马尔坦在这部广获好评的史书中，聚焦于1450至1800年间，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的
早期图书史，带领我们探究印刷书诞生的源起，以及西方文明从手抄本迈入印刷书社会的革命性转型
。年鉴学派治学之道的极致范例，尽在书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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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书的诞生》

作者简介

费夫贺，1878年生於法国南锡，1956年辞世。他与布洛克（Marc Bloch）共同创办了年监学派的核心刊
物，也就是后来的「年监：经济、社会与文明」。今天，费夫贺已是公认的二十世纪史学大师，其法
文作品还包括1911年的《菲立浦二世和弗朗什孔泰》、1922年的《土地与人类演进》、1928年的《命
运：马丁路德传》、1940年的《全观历史》、1942年的《拉伯雷与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与1953
年的《为历史而战》。英文着作部分，则有1950年的《地理观的历史导论》，以及1973年柏克（Peter
Burke）选编的《历史新种类：费夫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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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书的诞生》

章节摘录

书摘二  造纸术成长的先决条件：自然的与工业的    那些成为造纸重镇、供应印刷需求的地区，所具备
的特征，值得研究。造纸厂的位置对印刷铺的设置地点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印刷的新发明对纸的生意
造成什么样的刺激，也有探讨的必要。但在切入这些课题之前，我们得先确定以下的问题：要设立一
家纸厂，必须要有哪些条件?    首先，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从14到18世纪，造纸流程少有变化；17世
纪末叶，捣筒取代了原本的长柄槌，是此间唯一的主要进展。纸的原料是破布，乃购自于专门的商人
；他们把四处收来的破布携往纸厂，接受分类。欲制作最高级的纸张，尤其是印刷用纸，白色的薄布
是最重要的原料，而且必须与纤维较粗者分开。分类之后，须将破布浸泡；浸泡前先切成小碎块，再
置于地窖或类似的地点，直到湿布发酵。在此一过程中，油腻的物质会排出，纤维质也会逐渐分离出
来。然后，这些原料被送往磨坊处理，这些磨坊大都由研磨谷类的水车磨坊改装而成。在水车带动的
主轮轴上，连接着许多小杠杆，带动小只的长柄槌，一上一下地击打着捣槽内甫经处理的烂碎布。这
个预先分解阶段所使用的槌子，会装上钉子或小刀，以利捣碎。    最后，得在水中小心调入适量的肥
皂，让破布于其中继续分解，制成一定浓稠度的糊状物，也就是纸浆。接下来，除了把纸浆倒进固定
温度的温水桶内，还得在桶内放入木质骨架制成的成形器具，其中包覆着铜丝网，能在吸附一层纸浆
的同时沥去水分。之后摇晃滤网，让纸浆平均分布，直至干燥为止；纸浆开始干燥后，再由所谓的“
铺工”把纸浆薄膜剥下，摊平在能进一步吸于水分的毛毯上，然后再反复以压具紧密地挤压湿纸张与
毛毯，并将纸张移往“小间”悬挂房，在空气中晾干。由于这样晾干后的纸，若直接使用，会吸收过
多的墨汁，所以还要在纸张表层抹上涂料，使表面平滑。大功告成之前，纸张会被放在“大间”悬挂
房风干，并接受最终的纹理加工，再以燧石磨光。纸张成品，以25张为1刀，20刀为1令，打包完成即
可运往市场。    制作纸张不能没有水，而且要纯净的水。槌捣的工具以水为动力，纸浆亦须加水来调
制。据布里奎的说法，要制作1公斤的纸需要2，000公升的水；另一位名叫夏诺的专家也指出，即便到
了今天，l小时制造300公斤的纸，就得消耗掉20万公升的水，平均每公斤耗掉约700公升。    符合某些
条件的水，才能用来造纸。有些河流含铁量高、泥沙漫布，或是充斥有机杂质，河水呈现污浊的棕色
；坐落在这样的河畔，纸厂想要造出纸来也不容易。为了汲取清澈纯净的水，造纸业者遂将厂房设在
城镇的上游，以避开水中的各种悬浮物。基于类似的理由，业者通常在大河的较高流域设厂，或选择
其支流的中段。这样的地点，适合借助水力来作业；靠近源头的流域，河道狭窄而曲折，便于另凿一
条沟渠(通常是截弯取直而得)，或将整条河流直接导向水车也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的造纸业者
，将纸厂设在石灰岩地区，今天的造纸业者可不喜欢这种地区的水质。显然，此种缺陷在当时并没有
那么重要，只要清水的供应充足，就能弥补劣势。    事实上，许多的河流，同时具备了纸厂开设的各
种需求。在法国，重要的造纸中心大都位于山区的边缘：如在奥维涅区的提耶尔、昂贝尔与查玛里埃
，在孚日的圣迪耶与埃皮纳勒，而在昂古莫瓦省与香槟平原更是如此。    比水更重要，也更让所有造
纸先驱担心的问题，乃是破布的供给。要做出像样的纸，就得弄到大量的旧布条或绳索。正因如此，
纸厂自然会设立在城镇附近，以便寻求纤维材料；有时靠海的纸厂亦得进口之便，像是热那亚那样的
港埠，就是容易收集破布之地。同理，纸厂开设于亚麻布的生产中心，亦非巧合，如孚日地区，除了
是亚麻布的生产中心之外，更具备了其他的有利条件；而香槟、多菲内地区，则因大麻种植的推广，
使得位于该地区的布尔昆、鲁瓦扬区的圣尚、图廉、朵梅恩与佩鲁斯等地，在18世纪发展出造纸业。  
 随着造纸行业的成长，破布开始明显不足，因此得到更远的地方找。这就使得拾荒人(挨家挨户收取
破布与厨余碎骨者)愈发重要——在15到18世纪期间，收集旧衣也成为有利可图的工作。在1588年的孚
日，收集者以金钱或别针换取破布，稍后则用陶瓦器换得；这些人替纸厂附近的二手商贩工作，而商
贩负责把破布粗略地分类后再售予纸厂。早期的纸厂，靠的是邻近地区收来的破布；但到了16世纪末
，来自孚日的破布收集商，还得远赴梅兹、穆松桥，或是勃艮第挖宝。16世纪的头三十年，在另一个
造纸区图卢兹，德劳热耶甚至将破布论吨出售而发迹。当时许多马车夫也兼差拾荒。    但相对来看，
孚日与图卢兹，只能算是小型的造纸产业中心。在特鲁瓦，商人可是载着好几马车的破布，前往香槟
的各个市集。等到奥维涅的造纸中心兴起，品质最佳的碎布从勃艮第出发，借颂恩河的水路运往里昂
，再由等在岸边的马车运送。奥维涅的货运业者，尤其是来自福雷的，有时得大老远从维莱与尼韦奈
，用车把东西运回来。    为了确保供应无虞，并防止破布收集商哄抬价格，造纸业者向政府当局请愿
，争取破布收集事业的独占权。1366年，特雷维索的造纸人，便获威尼斯议会授予此特权；到了1424
年，又有一个来自法彼雅诺、在热那亚开业的制造商，取得旧绳索收集的独占权。在1450年代，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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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书的诞生》

亚的造纸业者，抱怨生意被破布商人控制，试图告发他们。瑞士的纸厂遍布于巴塞尔地区，当地产业
也得到类似的保障：当地政府规定，在破布上市求售的前24个小时，只有来自巴塞尔的顾客有权收购
。造纸业在德国建立之初，便习惯在每座城镇中划分出一个个专区，范围之内的破布收集权全为该区
造纸人所有。1622年，布莱梅地区收集到的所有破布，都保留予布莱莫沃德与阿可罗斯特的纸厂，便
是一个例子。    大抵言之，基本原料的匮乏，在法国发生得稍晚，但情况却又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
特鲁瓦在16、17世纪，造纸业开始衰退，其原因似乎就是破布的严重欠缺。1674年，曾为路易十四掌
理法国财政的柯尔贝尔明知问题严重，担忧造纸业凋敝，却又无计可施，只好规定造纸业者的大桶里
，必须时时盛满破布1 18世纪，阅读跟书写的需求骤增，供不应求的危机再度浮现。奥维涅省甚至
在1732和1733年，全面禁止破布的出口，匮乏严重的程度可见一斑，此外，在1754年，该省更规定收
集破布的仓库不得设立于港口附近或边境地区，比早先的禁令更为严格。    到了最后关头，显然只有
新的解决办法可以防杜这种长期危机。科学家列奥缪尔于1719年向法国科学院建议，用木材造纸，或
为可行之道。稍后德国人布鲁克曼在1727与1730年间，将他所写的《奇斧神工地底藏》印在木材制成
的纸上。1741年，法国科学院的成员桂塔尔，开始尝试用各种材料造纸——棕榈叶、非洲羽芒革、芦
荟、荨麻，甚至连桑椹与海草都派上用场；另一方面，英国英格兰地区的史全吉与德国萨克森地区的
夏佛两人，也依类似原则展开实验。兰哲雷的李欧瑞·德里斯雷，则于1786年将维列特侯爵的作品，
以石龙尾做成的纸张出版；英国更在1801与1804的4年之间，试图将类似的制造过程商业化。不过，这
些都只是早期的大胆尝试。法国大革命期间，消耗的纸张非常惊人(这也是许多古早的法国档案逸失的
原因之一)。等到1844年，才由书籍装订匠凯勒想出混合木浆与布浆的新方法，并由渥耶特于1847年为
此法申请专利。此后直至1860年，麦秆、稻草终于成为确定而普遍的破布代用品，用以量产报纸。    
从14世纪到19世纪，由于破布依然是造纸的主要原料，造纸业的扩张似乎无法摆脱原料不足的威胁。
面对着逐日成长的需求，造纸业者不得不在品质或数量上妥协；16世纪时，特鲁瓦甚至威尼斯就是这
样，而17与18世纪的奥维涅与昂古莫瓦亦复如斯。业者被迫使用劣质碎布，也就只能做出劣等纸，客
户在抱怨之余，另觅纸商。于是新的纸厂便在邻近消费中心，但过往不曾发现的地点建立起来。简言
之，造纸产业的故事，就是迁就原料供给而发展的历程。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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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书的诞生》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随着这部著作。书进入了历史的研究领域；作者并没有打算重写一部印刷的历史，而是想表明书
的传播影响了社会，社会又反过来为书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理想藏书》    这是一部很前
进的书籍史话。书中讲造纸，讲雕版，讲装订，讲出版成本，讲作家权利，讲地理环境影响书业，讲
斯拉夫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印书事业，讲禁书。讲书籍左右语言文字的流向，作者始终抓住一个方向去
写，从人类思想行为的角度，去剖析书籍影响人类文明史的问题。这样的书籍史话，到底比较没有学
究气味。    ——董桥《谈谈谈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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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刷书的诞生》是公认的学术经典，但由于作者亲切易读的叙述笔法，加之译文的忠实雅正，任何
人读来都能津津有味，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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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欧洲近代印刷书与图书
2、年鉴学派大作，书史领域不可回避的经典之作，材料详实到了我不愿意翻参考文献的程度，但是
对于中国雕版印刷术貌似很不感冒，一再论证西方印刷术发明的独立性和偶然性。也完全不考虑张秀
民所说的纸牌说
3、大三。目前为止，最认真看过的出版方面的学术书籍。法国年鉴学派的作品，读来很有启发。那
篇《写本时代的终结》的最初思路由此而来。
2009-03-21，再读，为毕业论文。2010年初，三读，为学术。
4、万里借阅号G256.1/5540
5、只读了前三章，根据前言可知，此书吕西安.费弗尔只校订了部分章节.
6、不是全新品，外表破损，但内部完好，尚可接受。难以接受的是，所谓的收藏品，竟然和别家卖
的平装本一模一样。如果非要说是因为卖家的进货渠道艰难，以致书架上涨，那我只能说，卖家还真
是个人才。关于书本的内容，尚未来得及阅读，但充豆瓣的书评来看，应该不错。
7、纪录片般，浏览。
8、很棒，很赞叹⋯⋯令人怀念的年鉴学派第一代⋯⋯
9、作者序中说，此书试图探究印刷书如何汇聚知识、改变世界。比较有意思的是前半描写的印刷书
出现之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演化的部分。
10、 :G256.1 
11、评邮呼和浩特，十天到。还不错~
12、印刷术诞生的头50年，西欧印刷书的数量已经超过当时识字人口的总数，这就是革命性技术的影
响力啊。改变人类的四大发明大约是语言、文字、印刷术和计算机。
13、西方文化史必读书。
14、一种史料，做印刷的朋友就不必读了
15、犹记当时看到有一章名为“书籍地理学”时的心情。
16、非常详实，内容集中在印刷书的生产、发行、流通。可惜我更关心的，关于印刷对信息生产传播
的影响，第八章虽然略有提及，但内容太少了。
17、很枯燥。需要耐心十足。要抱着研究的心态才能读下去的书。我跳着读了点，容我先撤退了，以
后要用到时再仔细翻。
18、只有八章，每一章都需要绷紧脑袋，抓取背景知识。史料特别多，细微末节出作者闪现的情感，
读起来很让人动容。是很值得学习的叙述方式。
19、2013.1
20、这个书看不习惯  如果没有草纸  救救急还是可以的。。可惜比草纸贵多了。。
21、年鉴学派创始人著作，由好几人共同完成。史料详尽而近乎冗杂，但是太多史料如法兰克福书市
的参考目录极其珍贵，其中稍有引用。此作频频为后人引用，所以观点上已无新鲜感。唯独此书由台
湾译者翻译，且很少夹注原文，导致无法了解书中提及人名到底是谁，有时候可能是印刷史上的一位
著名人物却感觉从未听过⋯
22、#还书债#6/60，献给guzki。我一定能写完论文，我一定能写完论文⋯
23、未加工的材料。没必要翻译过来。这么多印刷文化书籍史的专著里，这本真的没什么参考价值。
24、笔调生动，翻译威武。
25、歐洲印刷書緣起于天主教一教專政之下，既爲官方意識形態洗腦普施于愚夫愚婦拓寬道路，同時
也為宣揚宗教异端政治异議打開天窗。資訊及思想傳播手段傳播渠道之進步，使爭取思想自由言論自
由出版自由乃至所有表達自由，成爲時代使命。
26、封面设计，版式设计都相当的不错。只是内容中采用的图片质量非常的次，充其量是从页面下载
下来的。

翻译烂的一塌糊涂。我虽然看不懂原版，但是我还懂得中文的语法和前后语句的关系。标点也乱加。

估计软件粗译后就交差完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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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印刷术，纸工艺，很学术的一本。
28、第二次第三次我才读出这本书的好处来：（
29、学习年鉴学派治学之法
30、为了论文才买的，看了之后发现不错，虽然翻来翻去可能内容有出入，但是就印刷历史来说从另
一个角度展现了亚洲之外的印刷文明．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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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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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印刷书的诞生》的笔记-第52页

        印刷《康熙字典》的活字，系依214个部首贮放，这才使得数以万计的字粒，在捡取与归位之时，
有了比较切合实用的分类系统；原文为：La nouvelle méthode de classement des caractères sous 214 clefs,
adoptée dans le grand dictionnaire imprimé par ordre de l'empereur, Kang-Hi, laissait espérer qu'un
classement pratique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caractères permettrait de les trouver puis de les ranger plus
facilement après usage.是活字贮存的顺序依照新的办法，即《康熙字典》214部的顺序，而非活字印刷
《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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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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