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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

内容概要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和造纸术一样，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深
远的影响。关于印刷术的起源、演进和传播，中外学者曾经作了不少研究。但是一部全面的、详尽的
和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历史，却一直没有出现。张秀民先生新作《中国印刷史》的出版，
不仅在这一专题的领域中，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即对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的
研究和了解上，也增加了一节重要的篇章。 这本书的内容广泛，体大思精，洋洋五十万言，包罗了自
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地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
、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他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
、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特
的见解。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一部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
目录
钱存训博士序
李希泌先生序
自序
增订版自序
凡例
第一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前言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的发展
唐代（618-907）雕版印刷的始兴
五代（907-960）监本及蜀国、吴越的印刷
宋代（960-1279）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辽代（916-1125）雕刻两部《契丹藏》
金代（1115-1234）监本及雕印佛、道藏
西夏（1038-1227）
大理（937-1253）
元代（1271-1368）刻书衰落
明代（1368-1644）刻书又大盛
清代（1644-1911）各种印刷的兴衰
太平天国（1851-1864）刻书
第二章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活字印刷的发明
活字印刷的发展
西夏活字
元代活字
明代活字
清代活字
活字本的形式
活字本的内容
活字印刷未能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活字本目录
第三章 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
五代
宋代
辽代
金代
西夏

Page 2



《中国印刷史》

元代
明代
清代
第四章 中国印刷术对亚洲各国与非洲、欧洲的影响
亚洲
非洲
欧洲
附录
跋
增订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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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钱存训博士序李希泌先生序自序增订版自序凡例第一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第二章  活字印刷术
的发明与发展第三章  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第四章  中国印刷术对亚洲各国与非洲、欧
洲的影响附录跋增订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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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

编辑推荐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和造纸术一样，对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深
远的影响。关于印刷术的起源、演进和传播，中外学者曾经作了不少研究。但是一部全面的、详尽的
和有系统的关于中国印刷术发展的历史，却一直没有出现。张秀民先生新作《中国印刷史》的出版，
不仅在这一专题的领域中，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即对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的
研究和了解上，也增加了一节重要的篇章。这本书的内容广泛，体大思精，洋洋五十万言，包罗了自
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地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
、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他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
、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特
的见解。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一部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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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印刷的太精美了！内容完毕，心血之作，极好之书！
2、读过。名不（太）副实。老先生居乡里接触不到资料，没有实践的经验是硬伤。所谓物料，实际
上都没有触到要害。
3、内容自不必说，印刷也很不错，内中图片插图也很精美。
4、可以成为传世的经典，作者一生的心血。
5、明明是2007年8月第二次印刷的，版次确标为2006年6月。
6、印刷史方面第一本要读的著作。
7、书很好，可是我订购的是定价298元精装本，收到的却是定价180元的平装本，卓越的工作人员也太
马虎了，建议以后注意一下，退书换书很麻烦啊，郁闷！
8、张先生的史料采编非常见功夫。人这一辈子，写成这样一部大书，实在是不容易了。我也是为了
查对一本书的版本，仔仔细细把活字印刷部分来来回回地看，学术的乐趣，与侦探相仿。
9、撇开其他不说，学术上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印刷的实在是好，从纸张到排版。那字怎么看怎么舒心！
10、现如今这么有料的书不多了。强烈推荐。
11、张秀民先生的大作，初步浏览一遍，无论是内容，还是装帧，没的说，一个字，好！
12、二巨冊
13、非常好的一本书，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都值得品读。
14、天啊，我怎么连这个门类的都看
15、随处点缀爱国主义教育与故乡情节（破涕为笑）。涉及知识面颇广，有许多有趣的内容。插图根
本看不够！！！c. B1
16、通史，全面，这版纸很好
17、重点阅读摘录了与小说刊刻有关的部分。不过就是这么一些内容，还是有错误和硬伤哎⋯⋯但仍
然是必备资料书。吕抚的《廿一史演义》原刻本年代有自相矛盾处⋯⋯
18、采用线装和背胶，这样对得起这样一本花了心血的书。支持浙江古籍出版社，多出好书！！
19、印刷术是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有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印刷文化历史悠久，曾经辉煌，但
是自始却没有人写出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印刷史专著。 作者张秀民先生上世纪30年代进入人文荟萃的
北图，积毕生潜心研究之心得，退休后闭门著述10数年，终于写出这样一部印刷史扛鼎之作。作者以
印刷史为己任，虽古稀之年仍四处访书，收集资料，加上作者在文献荟萃的北图工作40年，见多识广
，厚积薄发，终于成此佳作。 本书成于七八十年代，随着国家走向开放，国内外公私藏书信息逐渐公
开。因此资料还是有完善和修订的必要。 全书60余万字，文字精炼，配图精美，偶有文字错讹无大碍
，遗憾的是没有使用繁体字。（上传图片6张供参考）
20、读各种史里对政治史的评价，挺有趣
21、当时是为了写毕业论文开始看这本书的。关于中国古代印刷、中国古代字体设计说得很详细。印
刷精美，是一本非常实用又好看得书籍。
22、本书内容丰富，插图也十分精美，论述精当。未选择“非常喜欢”的理由是本书用简体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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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

精彩书评

1、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本书都是印刷史领域的定鼎之作。偶没什么信心对这本书评头论足，偷点懒
，直接照抄钱存训先生的介绍吧，介绍很是恰当：“这本书的内容广泛，体大思精，洋洋五十万言，
保罗了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地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
本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他在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
如版画、年画、报纸、纸币，以至印刷所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工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
和独特的见解。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本书的作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
经眼的善本最多，掌握的资料丰富，具有写作这样一部全面性通史的优越条件。他过去所发表有关中
国传统印刷方面的文章和专书，内容充实，数量可观，而分析详明，结构严谨，见解独到，尤为其文
章特色。。。。。。”书分上下两部分，插图较多，纸张不错，适合阅读、查询、收藏。
2、180块是孔网卖的6折书，不是原价，呵呵。所以我很好奇下面这堆东西怎么产生的：新华书
店.COM (RMB 138.60) 北发图书网 (RMB 127.80) 查看7家网店价格(138.20元起)按比例自动生成？
3、上次，有幸和同学去国图旁听一次关于版本的课程（北大的课，但是在国图上），听到国图的人
介绍了这本书和作者的一些事迹，因此对这本书和作者，很感兴趣，网上搜了一下，居然真的查到的
。有所感念，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真正的纯学者。“做学问，不能掠人之美。”这
句话或许对现代的一些学者来说，是一种蔑视吧。98岁高龄修成文化史巨著—— 张秀民其人 张秀民，
字涤瞻，我国著名目录学家，中国印刷史研究权威学者。1908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嵊州，1931年毕业
于厦门大学国学系，1931-1971年任职于北京图书馆，在中国印刷史、中越关系史方面有精深造诣，享
誉国际。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中国印刷史》、《中越
关系史论文集》等。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大推动，但
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国人对印刷史的研究相当长时间是一片空白。1984年，张秀民推出《中国印刷史
》，替中国在国际印刷史研究领域树立了应有的尊严。 而这部54万字的巨著，凝结了张秀民50多年的
心血。年过九旬，他还笔耕不辍，继续增改。日前，98岁高龄的张老，在外甥韩琦的协助下，推出《
中国印刷史》增订版。 ■想写中国自己的印刷史，缘于爱国；后改事越南史，还缘于爱国 张秀民的
大学毕业论文，算得上我国最早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论文。在论文末尾，他写道：“三四年来，唯知研
究中西目录学，每日必三四时或五六时，在厦大图书馆中编述宋版编年解题目录，已成者三四十万言
。”“本篇自二十年（公元1931年）一月十三日寄往《东方杂志》，久无回信，屡催三次，始退还，
即雇人抄一份，以为毕业论文，费去四元二角，亦贵矣。”此后编撰《张秀民文集》时，他说此文是
“未成熟之作，不予收录”。 毕业后的张秀民，读到向达翻译的美国卡特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
和它的西传》。看后，他认为外国人写中国印刷史，虽旁征博引，但“隔靴搔痒，好些东西不对”，
于是立志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印刷史。 但此后，因为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张秀民曾暂别
印刷史研究数年。事变后第二天，他到所在的单位北京图书馆上班，看到馆门口有日军把守，日本人
的战马在馆内吃草。那一瞬间，张秀民有点亡国的感觉，觉得此前自己喜欢钻研的目录学都只是“无
用”的“书皮之学”，于是转而研究越南史。“抗战八年，是他潜心研究越南史八年。在他看来，这
一学问，关乎领土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又把重心转到印刷史研究上来。 “《中国印刷
史》里采纳的材料，大多数都是他从一本本书里一点点翻出来的。”以往关于泥活字印书的材料，只
有宋代毕昇发明，此后再也未见使用的记载。张秀民却用史料证明了元代、清代也曾使用过泥活字，
这样把我国使用泥活字的记载衔接了起来。韩琦曾问过舅舅一辈子最得意的是什么，他回答道，“元
代有一条和活字印刷有关的，自己找出来了，此前没有人发现过。” 在国图工作时，张秀民所在的部
门是参考部，需要帮助全国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提供资料查询。郭沫若的秘书，曾替郭老打电话问询
“金坛相国”是谁，张秀民资料都没查，便脱口而出“于敏中”。“于敏中是江苏金坛人，华罗庚的
老乡，后来又作了大学士。”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激素荷尔蒙的问题时，发现有些材料中国人早
已注意到，便专程来到国图查找相关资料。“我舅舅负责接待，他告诉李约瑟，哪本书里有跟荷尔蒙
激素有关的资料。”据韩琦介绍，张秀民记忆力好。“提一个地名，他可以马上告诉你地名的沿革，
这里有过哪些人，发生过哪些事，有哪些特产。八九十岁了，还会背《孟子》。因为研究越南史，越
南的那些皇帝、年代，他都非常清楚。”学生时代就嗜书如命，除却看书，此生无别的大爱好 在张秀
民外甥家里，记者翻开张老1927年刚进入厦大时的英文作业本。作文《友谊》中写道：“少有发小，
老有故交；村夫有同村之谊，学者有同志之情。但是，全人类共有一个独特的朋友———书（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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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

。”据外甥韩琦介绍，张秀民喜欢看书。“我买什么书，他很快就会看一遍。”“文革”时，张秀民
被迫把两辆三轮车的书拉到废品收购站，总共卖了50块钱。“好几百斤的书籍没了，他气不过，随手
便把钱给了经手人。‘我不要了，你拿去好了。’”在医院住院时，发烧讲胡话，“都跟书有关”。
1971年，因为“五七干校下放”，张秀民提出告老还乡。在家乡浙江省嵊州县崇仁镇廿八都村，他继
续《中国印刷史》的写作。能够充分利用的资料，仅有手头上的70多本笔记。乡间没有参考书，连人
名、地名词典都要到县城去借，有时要步行去崇仁中学借《明史》、《文物》杂志等。冬天寒气袭人
，夏天暑热难耐，张秀民仍坚持写作，老母看了十分心疼，说“这本书写完了，就别再写书了。” 国
图善本部张志清曾于2002年前去浙江探望张老，看到的是三间老屋。当时，“厅堂，墙上黝黑斑驳，
早已没有了中堂和对联；堂中旧物杂陈，也没有了讲究的格局”。“一张太师椅，就是老人的书桌；
凌乱的纸头，就是老人的稿纸；洒满阳光的天井，就是老人的书房。”探望带去的一摞稿纸，“成了
老人最高级的奢侈品”。 乡居生涯，直到去年生活不能自理才结束，此后，他到上海和亲人一起居住
。其间，别人让他当政协委员，他不当；国务院办公厅曾打来电话，说周恩来总理让他回国图工作，
他婉言谢绝；上世纪80年代，杭州某单位邀请他，给他房子，他也不去。一辈子下来，“剩下的家当
，就是老家的破房子，不太能用了。2002年那次住院，医药费报销都成问题。” 《中国印刷史》
于1984年完稿,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能有别的原因，他坚持要竖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进度。”全书54万字，详尽介绍了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各个时代的刻书特点、刻书内容、版刻特
点，以及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书中还提供了与印刷有关的版画、年画、报纸、纸币、纸墨资料
等，被誉为有关印刷术的“最完备而系统的综合之作”。这本书未出版便获得了“毕昇奖”。 1989年
《中国印刷史》出版之后，张秀民一直在加眉批，“书上有空的地方，都被眉批加满了。后来一统计
，眉批大概四五万字。”今年，在张秀民外甥韩琦博士的协助下，《中国印刷史》推出图文增订版，
扩容至约120万字。张秀民说：“我的贡献太少，不过，我已经尽我的力量去做了。” ■打了一辈子
太极拳，写了一辈子日记，朋友信函一存一辈子 据张志清回忆，张秀民94岁时，还“能够不扶拐杖走
路；看书时不戴眼镜，也不必把书举到眼前或离得很远”。2002年，因感冒引发肺炎，他平生第一次
住院。 张秀民每天四点多起床打太极拳，晚上七时睡觉。“从1931年到去年，太极拳一天不落。如果
头一天坐火车耽误，第二天都会补上。”他还一直坚持记日记，“一年起码有300天会写”。日记多为
日常生活记录，“2002年倒下那一天，他在日记中说，一辈子练太极拳，想不到，今天练的时候会倒
下”；也有对故友的追忆、或对时政的看法；“偶尔来一两首打油诗，尽管他说自己不是诗人的料。
” 他一生饮食简朴，烟酒不沾；很讲卫生，但布衣布衫一辈子。“他什么也没有留下。现在他生活不
能自理，得请专人照顾，每月的退休金根本就不够用。”但是，“一直到离开老家之前，他每年都给
村里小学捐款，发点奖学金。1972年，村里修桥，张秀民一下子就捐了200块钱。” 据张志清介绍，
每到春节前，都会有一封寄自“嵊州瞻山廿八都张秀民”的贺年信出现在国图善本部的信箱里。至今
，他仍保存着几百封与亲友的通信。学者向达曾说：“学者要有贡献，全靠自己努力，须有真才实学
，拿得出有价值的著作来。若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纵侥幸于一时，迟早必将为人所唾弃。”这句话
，张秀民惦记了一辈子，他常跟外甥韩琦说，做学问，不能掠人之美。
http://book.qq.com/a/20061218/000028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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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印刷史》的笔记-第262页

        书林舒宰阳不惜重貲购求《封神演义》稿本，与舒冲甫刊《封神演义》，疑即一人。
金阊舒氏刊本《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卷首李云翔序：
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

2、《中国印刷史》的笔记-第511页

        “清朝书皮以库青纸为佳，绫绢面多限于内府本。有一种黑色矾纸书皮，一触手便成粉碎。”—
—矾纸书皮，深褐色居多，极难保存，触手即碎，描写准确。

3、《中国印刷史》的笔记-第24页

        著名的玄奘法师⋯⋯回国后在京师大慈恩寺翻译⋯⋯又回锋纸印施普贤像，他印施的佛像，自然
是在京师刻印的。该段应据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
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除此之外，典籍中未见相关记载。然《云仙散录》引书及内容的可信度
历来皆受到质疑，《僧园逸录》亦似作者杜撰的名目，恐不足以证明史上确有此事。（仅能证明在《
云仙散录》作者生活的年代，已出现雕版印刷）
至于“在京师刻印”，当是作者据《云仙散录》文字想当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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