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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来读往》

前言

　　写在前面收藏书之记忆　　通过阅读和思考，过去会变成现在；“过去”是对一切人都开放的书
架，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就能从中有所收获。　　——托马斯?布朗，1642年　　
记忆湮渺，只留一片鸿蒙的汪洋。　　阅读“专业读者”唐诺先生的《文字的故事》一书，探究文字
的起源，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上述这句话。我的这册关于书人书话的读书笔记，便是试着收
藏几缕关于阅读、关于书籍、关于出版与人的记忆。　　在蒙昧初开的年代，作为书写体系之文字，
犹如“投射到幽暗深井里的一缕光”，为人类把记忆、对话和思维置于一己之外，提供了一种全新或
全面可能的保存形式。大约五千年前，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个黄昏，苏美尔人在黏土上雕刻了楔
形文字；在北非水草丰美的尼罗河三角洲，古埃及人也摸索出了象形文字的初始表达。正是这些泥土
、骨头，以及后来的莎草和皮草等载体，赋予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爱琴海非比寻常的力量，映
照出人类文明的曙光。文字、字母以及分析逻辑体系的建立，使书面语言的推广成为可能，由此构建
了当时社会最具生产力的真正的书写文化。公元4世纪，古埃及的奴隶们把以纸莎草为原材料制成的
纸合成卷轴，然后，“书记员”们用芦苇笔在纸莎草纸上奋笔疾书。卷轴书可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
早的“狭义”上的书籍。　　一本书用树皮制成⋯⋯书从这里取了名字。虽然这书充满了并不真正是
文学的内容，但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它，因为它纯粹、神圣、古色古香⋯⋯　　15世纪，意大利文
学者这样颂扬书籍的诞生。　　1455年，是书籍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折。这一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
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印制了真正意义上世界第一本印刷书——《圣经》。50年后，欧洲印刷书的
规模达到2.6万种。而这2.6万个品种，便是当今书籍收藏者们眼中弥足珍贵的“摇篮本”。文艺复兴时
期，意大利人创造了自己的大、小写字母体系——罗马体铅字，从而迎合了滥觞于亚平宁半岛的人文
主义思潮。　　走出混沌，曙光呈现，智慧通达，一个“知识的世界”轮廓初成。　　15世纪末至16
世纪初的欧洲，书籍再也不是昂贵的消费品。印刷书，让书籍成为了大众学习知识、掌握学问的基本
工具；阅读，也不再是痛苦历史的解读，成为了读者一种美妙、纯粹的享受。　　1507年，康拉德?沃
德塞缪勒出版《天体论》，之后，他又绘制了《新大陆地图》和《航海地图》，新知识借助出版业迅
速流传。这是人类一次大发现时期，哥伦布著述了《关于新发现群岛的信》，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
行论》。此外，L.富士的《植物采集》、A.维萨尔的《解剖学》、盖斯内的《动物学》以及阿格里科
拉的《地质学》等自然与社会科学著作也纷纷问世。沧海桑田，从路德论纲到基督新教，从哥白尼宇
宙学说到向新大陆、向太平洋扩张。书籍，带着冒险精神，为读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印
刷书的故乡，德国人对印刷书的贡献在继续。书贩们用马驮、手推或马车载着皮草包装的书籍，穿梭
于乡村、小镇推销叫卖。这时，交通地位得天独厚的法兰克福，逐渐成为图书集散中心。法兰克福书
展，六百年芳华由此绽放。书籍在欧洲成为了人们的精神食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这样描述自
己的阅读——“我多次走进美妙的圣地，阅读绿色草叶般优美的语言，品尝其中的美味，细细地咀嚼
回味，最后将它珍藏在记忆中。”⋯⋯　　阅读，让人们在浊世中实现了对精神故乡的回望。　　与
此同时，书籍设计制作工艺逐渐融入西方艺术的源流。16世纪，哥特式风格通过“讲究尺寸的合适”
，表达了“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启发性短小格言，或者配上一幅象征性的雕刻作品”的书籍制作
风格。17—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抛弃了单纯、和谐和稳重的古典风范，传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确定的
“错觉主义再现传统”。之后的新古典主义确定了书籍设计、制作“只有重要的并值得推敲的主题才
印刷在质量上乘、具有新特性的纸张上”的新主张。抛弃无用装饰，革新制作技术，追求朴实无华，
强调纯粹至上，新古典主义从而奠定了现代印刷书发展与风格形成的基础。　　经过19世纪工业革命
洗礼，书籍在印刷、插图、装饰和装订等方面逐步实现现代化。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
平原上，经年累月，美索不达米亚的农耕者和狩猎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神和神话，口耳相
传出《吉尔迦美什》——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成为盲诗人荷马留
存的古希腊史前历史的记忆，是西方文学最早的壮阔吟唱。　　公元前600年至前400年，中国的孔子
、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以及西亚地区形成的《圣经?旧约》雏形，在地球的四个方位几乎
同时诞生。它们有如四根“擎天柱”，撑起了古典时代——一个以“思想”、“信仰”(宗教)和“规
则”为支柱的精神大厦。　　但丁《神曲》的问世，预示了新纪元的“天启”。于是，欧洲文艺复兴
运动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五彩斑斓的人文图画。由意大利开始，从彼特拉克到薄伽丘，从拉伯雷到塞
万提斯，当威廉?莎士比亚登上文学舞台的时候，文艺复兴运动达到了巅峰。　　法国引领了启蒙文学
的潮头。　　17、18世纪，是莫里哀、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卢梭和歌德们的时代。　　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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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来读往》

兰姆在白兰地和烟草的熏陶下，如真似幻般地构思《伊利亚随笔》；威廉?哈兹里特在浓茶的影响下，
一泻千里地写出《燕谈录》。人们沉迷于19世纪兰姆和哈兹里特的文学梦幻之中。　　大众阅读，完
全成为了19世纪个人的、私密的令人意动神摇的事情。　　海莲?汉芙就是这样一个书痴。她在自己的
书信札记《查令十字街84号》一书中，声称自己“一心一意醉心于寻找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怀”。《纸
房子》记录了一位“病入膏肓的嗜读者”布劳尔。19世纪的小说成为布劳尔收藏的至爱。《坐拥书城
》中，藏书家维克托?尼德霍夫谈了自己的收藏经历，他说，自己就像静杵在书架上的某本19世纪的小
说。　　20世纪初，一位弱女子在巴黎创办“莎士比亚书店”，她就是——西尔薇亚?比琪。从此，莎
士比亚书店成为了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们在巴黎的“据点或专属俱乐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
利西斯》在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后，掀起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出版潮。　　在俄罗斯，绥青从木版画印
刷起步，秉承“有趣和便宜”的原则，为书籍奋斗一生；两位法国出版人：米歇尔和伽利玛通过卓越
的努力，成就了大批诺贝尔、龚古尔文学奖作家和作品；贝内特?瑟夫则突破了《尤利西斯》进入美国
的法律障碍，颠覆了美国保守、严格的图书审查制度。通过创新、自由、自主、多样和以读者为中心
的理念推动，贝内特引导了兰登书屋乃至整个美国出版业的“第二次革命”。英国“最有创意、最富
有冒险精神，也最有新闻价值”的出版人是汤姆?麦奇勒。他获得了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出版人”的
荣誉。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的30余年，被誉为美国出版业“图书为王，文字当道”的“黄金
时代”。书籍，迎来了自诞生以来人们最爱的时代。　　20世纪的出版业，是精彩纷呈的一百年。福
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表现了一种对解构“真实”的探索；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
尝试使用了侦探小说的结构；“黑色幽默”代表人物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宰场》，采用了科幻小说的
样式；新小说派代表性作家罗伯?格里耶在《去年在马里安巴》一书中则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尝试了用
电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新思想。20世纪更是文学创作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一百年，自然科学的发展在
不断刷新物质文明面貌的同时，也不断冲击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文学创作，更加关
注人类自身的困惑和矛盾，以及面对生存状况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于是，劳伦斯通过《查泰莱夫人的
情人》，鲜明地提出反工业化主张，歌颂了自然和生命力；菲茨杰拉德通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描
写了青年一代的追求、幻灭和痛苦。对当代都市的厌烦与疏离，索尔?贝娄在《洪堡的故事》中进行了
淋漓尽致的刻画，人们需要追求高于现实的精神生活，期望在混乱的世界中找到一席生存之地；纳博
科夫的《洛丽塔》，试图提醒人们的是不能忽视心理病态的危险性；蕾切尔?卡逊通过《寂静的春天》
，惊世骇俗地发表了关于对环境问题的预言；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运用“黑色幽默”
和超现实主义手法，以丑为美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20世纪，阅读回到了对现实的关
注，人们找寻的是失去家园的灵魂。　　阅读斯图尔特?凯利《失落的书》，深刻体味了他对书籍两个
主题“脆弱和永恒”的独到见解。他说，从书籍诞生的那天开始，人类就试图通过文字和书写来寻求
永生，“被记录”俨然成了天地间最具诱惑力的许诺。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书籍还是脆弱的。即
使在书写社会，也难免不发生煮鹤焚琴之类的事。巴比耶在《书籍的历史》、费希尔在《阅读的历史
》，以及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都无一例外地对此进行了记录与评判：历史上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传
说的大火中“沉默”；毕达哥拉斯的著作被雅典人烧毁；古罗马皇帝圣?奥古斯都对盖厄斯?科尔内留
斯和奥维德进行封杀；西班牙人在新大陆销毁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典籍；纳粹德国在“二战”
期间，将书籍当众焚烧。即使在今天，萨德?伊斯康德的日记还在记录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遭受战火之苦
的困扰与痛苦。卡夫卡在临终前吩咐朋友，要将自己的全部作品焚毁。于是，脆弱的书，变得“像露
水一样短暂，像深秋的落叶一样不堪一击”。　　传统，或者说固有的观念，也排斥着书。当弗洛伦
斯?格林夫人在小镇哈堡，满怀信心地准备把开书店这件事情“当做对书籍本身蕴涵力量的赞美”去努
力的时候；当菲奥纳?斯威尼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到“米帝帝玛”那个“尘中生长之物”地方的时候。　
　异化，从书籍诞生之日起就从来不曾停止。　　20世纪，既是书籍生产登峰造极的时代，又是出版
物被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当影片《查令十字街84号》主人公海莲?汉芙终于站在查令十字街深情地
呼唤“弗兰克，你还在吗”的时候，“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爱书的纽约穷作
家与伦敦二手书店职员之间长达20年书信往来呈现的故事，直抵灵腑，令人辛酸。针对今天的出版现
状，汤姆?拉伯说，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恺撒说过“I came，I saw，I conquered(我来，我看，我征服)”的
名言，就可以趁热推出他麾下战将们的名人系列传记——《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我看了，
我来了，我征服了》《我征服了，我来了，我看了》⋯⋯　　但事实往往就是这样。　　20世纪是信
息的时代，源于中叶的信息革命，引领了新媒体的发展。“日本书店业最后一个平稳和幸运的年代”
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便宣告结束。　　数字化技术与产业的结合，引发了书籍制作、载体上的自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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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现代性阅读、书写与计算机、互联网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需求与技能。在
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出版业已经无一幸免，包括像贝塔斯曼集团这样的出版传媒巨头。进入新世纪
，“电子书”凭借在形态、内容和阅读的方便性等方面呈现的新面貌，成为了书籍的新载体。　　人
们对互联网的应用已轻车熟路，出现了网络创作、远距离编辑和排版，甚至按需出版。今天，人人都
可以是自己的“出版商”。某网站推荐了许多“网络礼节”用语，其中“FingersCrossed(愿老天帮忙)
”缩写成用“FC”表示；一些网民在电子信件中用“:)”这个符号表示“哈哈”；用“:{”表示“我
是吸血鬼(贪财)”。看来，一般读者要弄懂这些符号的意义，还真要靠“老天帮忙”。的确，变化就
是这样快。现在的手机和iPad等电子产品已经变得有能力不断拓展业已取得的成就。据说日本就有人
将其用于创作或推广小说。网络变得可以移动，能够穿越时空。⋯⋯　　法国当代电影泰斗让-克洛
德?卡里埃尔在《别想摆脱书》一书中说：“没有什么比持久的载体更暂时。”他举例说，我们今天可
以读到一本五个世纪之前的印刷书，却无法看到或读到一张几年前的录像带或光盘。18世纪，欧洲的
贵族们外出时喜欢将旅行读物装进小箱带在身边，三四十册，小开本。其实，贵族们的这种行为与今
天人们用U盘或其他方式存储资料的原理是相同的，只是那些书没有这么大的容量。意大利著名学者
安贝托?艾柯说，16世纪的一位威尼斯印刷商人阿尔多?马尼斯构思了一种便于携带的袖珍书，人类从
未发明过比这更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他认为，即便是现在电脑的存储量可以达到几十兆，但它依然
需要电源，而书没有这个问题。　　安贝托?艾柯坚定地认为：“书优越于文化工业近年来投入市场的
任何产品。”我以为，这是艾柯的自我安慰。安妮?法迪曼在《闲话大小事》一书中，针对“小品文”
这种文体风格已经“沉落到西天地平线”的状况，唱了一曲“温婉哀歌”。或许，印刷书时至今日也
将成为一曲温婉的哀歌，因为任何读者都无法拒绝未来快捷、便携或廉价的“电子书”的诱惑。　　
时光还在流转，关于书的记忆将如何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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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来读往》
书人书话是爱书人的一种阅读情结。作者通过对所读书籍的介绍、引用和记录，同我们分享了书籍的
历史、阅读的真知、淘书的乐趣，以及出版人、著作者、编辑人和爱书家在“图书为王、文字当道”
的时代传奇，用如吉光片羽的文字，向读者传递了对传统图书萧瑟趋势的温婉哀叹之情，展示了书人
书话蕴涵的非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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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重人，与书为伍几十年，总有一种遮掩不住的书卷气和油墨香。对于书，爱读、爱淘、爱藏、爱品
。曾出版《书缘——一个书店经理人的札记》一书，广受业内人士推崇。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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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来读往》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  收藏书之记忆书·书话/阅读  书籍的前世今生——《书籍的历史》(外二部)  好说歹说且为书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关于写作、销售和阅读的真知与奇谈》  追本溯源话阅读——《阅读的
历史》  曼古埃尔如是说——《阅读史》  朗诵的年代——《古罗马人的阅读》  书与文学俱伤怀——《
失落的书》  心灵的栖息安眠——《夜晚的书斋》  那迷醉的、纠缠的沉沦——《嗜书瘾君子》  重访旧
时明月路——《阅读日记——重温十二部文学经典》  阅读锦囊：以普鲁斯特为例——《真的不用读
完一本书》  阅读规则：以想象文学为例——《如何阅读一本书》  那甜美的、沁心的浸润——《书趣
——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外二部)书·收藏  探秘一本改变世界的书——《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
〈天体运行论〉追寻记》  一位藏书家的沾沾自喜——《藏书家的乐趣》  赏心乐事话淘书——《疯雅
书中事——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界》  寻觅那些遗漏的珠贝——《旧书与珍本——戈德斯通夫妇书店
漫游记》  书房，让家成为家——《坐拥书城——爱书人如何聚书护书、与书相处的故事》书·书人  
此生只为书籍来——绥青——《为书籍的一生》  全能：米歇尔的想象与欲望——《阿尔班·米歇尔
——一个出版人的传奇》  高卢雄鸡的黎明破晓——《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  
兰登书屋的那缕清风——《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  有些记忆难以写下——《出版
人——汤姆·麦奇勒回忆录》  马提尼的艳阳繁花——《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  集锦文字七
十岁——《OED的故事》  威廉·迈纳的故事——《教授与疯子》  喀布尔烟云收揽——《喀布尔书商
》  巴格达烽火日记——《烽火守书人——伊拉克国家图书馆馆长日记》书·书店/书展  日落巴黎爱有
时——《莎士比亚书店》  弗兰克，你还在吗——《查令十字街84号》  Libro：一家人文书店的记忆—
—《书店魂——日本第一家个性化书店Libro的今与昔》  神保町：古旧与鲜活——《神保町书蟲——
爱书狂的东京古书街朝圣之旅》  绽放风华六百年——《法兰克福书展六百年风华》书·小说  看不见
的小镇“硝烟”——《书店》  沉重的“纸房子”——《纸房子》  驼队“炙热心灵”——《骆驼移动
图书馆》  天使，朝前走——《书中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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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来读往》

章节摘录

　　古登堡的革命　　——1450年前后的转折　　德国，距离法兰克福不远，在莱茵河南岸，有一座
美丽的小城，叫美因茨（Mainz），是欧洲印刷业的摇篮。约翰（海纳）?根弗雷希?祖尔?拉顿便出生
在这里，因为他的诞生地（Zum Guten Berg）在美丽山，故称古登堡。　　在欧洲，约翰内斯?古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约1400—1468）被公认为铅活字印刷发明第一人。发明时间为1450年前后。　
　那时候，一些不寻常的“抄本”①已经在西欧出现。这些“抄本”虽然外观与传统的手抄本相去不
远，但字迹却是利用印刷机器“压印”在纸上，这是印刷书发明的前兆。　　1455年，在德国斯特拉
斯堡发生的一起诉讼案将古登堡送上了被告席。诉讼案的起因源于古登堡的印刷实验，因为资金不足
，在1450年那年，古登堡向富裕的乔安纳?福斯特贷款800弗罗林（金币单位），后又借了300弗罗林用
于对印刷术发明的最后投资。就在距离实验成功只差一步之时，福斯特突然状告古登堡违约，最终法
庭判令古登堡偿还贷款及利息。1457年，福斯特与合作伙伴比特?舍费，印出了欧洲第一本有出版日期
记载的印刷书《美因茨圣诗集》。《美因茨圣诗集》是否就是第一本印刷书？之后出现了争议。大多
数研究者认为，虽然古登堡因为诉讼案遇到了资金问题，但印制书籍的努力并没有放弃，而且可能
在1455年，或者说至少在1456年就出版了自己的印刷作品——《四十二行圣经》②。后人考证观点有
很多，但具有说服力的有两点。其一，“古登堡与历史典型天才人物一样，穷岁月之所得仍不免遭人
强夺”。意思是说，为了争印刷书的第一本，古登堡有遭强人所夺的疑点。如此，古登堡则应该当仁
不让。其二，从《美因茨圣诗集》印制效果判断，该书品相甚佳，“绝非初试啼声之作”。意思是，
作为第一本印刷书，不可能达到如此完美无瑕的程度。因为古登堡的印刷书均没有印制出版时间，所
以，一时众说纷纭，成为谜团，成了悬案。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探讨谁是第一，但古登堡印制的《四
十二行圣经》一书，的确被誉为了“欧洲第一本伟大的书”。古登堡《四十二行圣经》的诞生，堪称
欧洲乃至世界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标志着书籍进入了印刷书的时代。　　在技术方面，当年“
古登堡的主要发明并不是印刷机，而是铸造机以及活字生产的冶金技术”。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个活
字的线条均通过铜制的软金属印模凸刻出来，再用锤子敲击铸成。这种工艺，后来虽然有过不断改进
，但整体技术却没有大的变化，而且一直沿用至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前夕。　　古登堡印制的最早的
摇篮本③，从书籍样貌上看，与之前的手抄本并无大的不同。古登堡最初印制书的目的，并非以创新
为宗旨，而是希望尽可能复制出最像传统手抄本样式的书籍。以《四十二行圣经》为例，其“字体便
忠实地再现了莱茵区弥撒经本所用的手写字迹”。16世纪以后，五花八门的印刷字体才逐渐归一，直
至最终由新兴的罗马体铅活字替代，才成为欧洲多数地方印书的主流。罗马体的统一，标志着象征人
文主义精神的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印刷书的诞生，也使书籍的书名页、牌记、印刷铺印记、内文呈
现、开本、插图、装帧形式等载体发生了质的飞跃。　　诞生于莱茵河中游河谷的欧洲印刷业，以西
欧这片山脊为出发点并呈同心圆状扩散，迅速覆盖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意大利，1469年，威尼斯很快
成为了印刷中心，印制的书籍达到4500多种。在法国，巴黎“金色阳光”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神学、
宗教与哲学方面的著作，如基?德蒙特罗谢的《自我拯救》，雅克?德沃拉吉的《圣徒传》以及拉丁文
版《圣经》（1476）。里昂则成为了第二大印刷中心。在英国，富商威廉?坎克斯顿转投印刷业，
在1472—1473年间，印制了第一部英文版图书《特洛伊城故事》，并于1476年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家英
国印书馆。到15世纪末，印刷业已遍及欧洲250多个城市，出版图书2.6万种，到16世纪，图书出版总量
已近18万种。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社会，印刷书正式开始为人类服务。　　回溯印刷书诞
生之前的年代。在12世纪，一种新的“羊皮”，通过商人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在意大利出现，“羊皮
书”成为当时主要的书籍形式。　　纸张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统治区传入后，首先在热那亚出现，然
后开始运抵意大利的各个港埠，并在欧洲许多国家开始使用。但由于纸张脆弱、不耐久的缘故，统治
者们禁止用它来颁布谕令，因此使用范围受到局限。14世纪早期，在意大利法彼雅诺地区，出现了早
期的造纸业者，也开始有了造纸厂，产业化使造纸术迅速传遍欧洲成为了可能。这时，随着使用用途
的拓宽，供应的增加，纸张开始逐步取代羊皮。造纸厂的位置对印刷铺的影响在法国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里昂成为了一个印刷铺林立的城市。15世纪初，当时的雷贝家族便是一个投身于造纸与印刷相
关产业的典型家族，这个家族的相关产业遍布法国、德国各地。不仅如此，雷贝家族甚至孕育了后
来16、17世纪技术更精熟的一批雕刻师与铸字工匠。　　在传统的欧洲，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社会。印
刷术发明前后，谨守的依然是一种长期的文化与传统，认定学习仅仅是某些社会团体独享的权利。从
罗马帝国沦亡到12世纪的700年间，修道院与其他一些相关教会机构，独占了书籍的生产，并且独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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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文化。13世纪初，这种局面开始变化，知识生活的中心，开始走出修道院。在大学，学者、教师、
学生与工匠和技师合作，创造了充满生机的制书业。这时，新大学的创建，催生了新的阅读群体。虽
然这些新读者可能还是以神职人员为主体，但派生出了更多的“阅听众”。读者多了，作者也就不再
烦恼如何将作品公之于世，作者群体得以专心创作他们的诗歌或者其他作品。　　12世纪末至13世纪
初，在抄誊工坊发展成熟之前，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作品已经传遍欧洲。此时的抄写员，面对与日俱
增的需求，不得不改善制作方法，这就使得一些工坊的作业，与近代标准化的生产更加类似。成书
于1356年的《曼德威尔爵士游记》，在印刷成众多不同版本之前，已然广获传抄。这时，印刷术的催
生已在悄然孕育之中。　　印刷书源于木刻版。欧洲最早的木刻版画，可追溯至14世纪甚至更早，当
时的法国勃艮第，此种行业就已相当盛行。15世纪初，木刻版画行业快速成长。版画与雕版书的成功
，使人们预见了印刷更加理想的方法。古登堡的印刷热情，就源于雕版书广泛通行后的激励。　　古
登堡技术革新的主要成果在于系列地制造了规格化活字，实现了印刷机垂直与水平运动方式。尽管古
登堡使用的是一台木制印刷机器，却开启了机械方式复制书籍的先河。　　15世纪中叶出现的印刷书
，使书籍制作实现了从手写向印刷时代的过渡，而且从16世纪初开始，逐渐摆脱了手写体书具体形式
的束缚。公众的参与使书籍印制种类越来越丰富，新的文本分布方式使阅读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印刷书导致的变化还体现在书籍印制的内容方面。最早的，必然都是当时的畅销书。首先是《圣
经》及其评论等出版物；其次是教会法的论著，法律、教学用书以及经典著作等。印刷的方便，也推
动了印刷品写作语言上的通俗化。约翰?蒙特林于1465—1466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了第一部通俗语言版
《圣经》。S.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愚人船》也为了扩大影响力而加大了印量，并被译成当时
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发行。出版商安东?科贝热出版发行了H.舍代尔的《书籍编年史》，成为当时第一本
畅销书。科贝热为了做好这本书，雇用了当时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家米歇尔?沃尔格姆刻画1809幅，成为
当时人们热衷的收藏品，发行量达到1800册。这时的书籍，已基本呈现出现代书籍之雏形——与手写
本传统书籍相比——作品布局设计新颖，拼版与篇章开头漂亮，雕刻字母衔接紧密，有了书眉与页码
，插图丰富了书籍的内涵与结构⋯⋯　　古登堡的发明，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使人们用较
低的价格更方便地获取图书成为可能。最终，印刷书的发展以及它的通俗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阅
读环境。印刷书，使人文主义实现了欧洲化，而不仅限于某一区域、孤立、微型社会的单一范围。　
　成为了变革推手的印刷书，随着印刷带动文本的大规模普及，成为了变迁背后的原动力。此时的阅
读者，不再仅仅局限于神职人员，普通大众成为了更加广泛的阅读群体。哥伦布的《关于新发现群岛
的信》（1493），康拉德?沃德塞缪勒的《天体论》（1507），L.富士的《植物采集》（1542），A.维
萨尔的《解剖学》、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盖斯内的《动物史》（1551）以及阿格里科
拉的《地质学》（1556），等等，自然科学领域多学科书籍的出版与普及，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古登堡的革命，正因为冲击了13、14世纪以来以手抄本为传播方式的书籍形式，通过印刷书，带给了
人类光明的发展前景，并以此赢得后人的理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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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阅读，以便知道结局，就为故事的缘故。我们阅读，以便不要达到结局，就为阅读的缘故。
我们锲而不舍地阅读，就像追踪者，过于专心而忘记了周遭的环境。我们心神不专地阅读，跳页。我
们轻蔑地、赞叹地、疏忽地、愤怒地、热情地、嫉妒地、企盼地阅读。我们读着，突然一阵喻悦，却
不知道这愉悦感从何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无矢口地阅读。我们在缓慢、长久的动作中阅读，好
像漂浮于太空，没有重量。我们充满偏见，心怀恶意地阅读。我们慷慨大方地阅读，为正文找借口，
填满漏洞，修正过失。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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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书人写给爱书人的书。书人、书话、书事，嗜书者同你分享关于书的一切；爱书者的必藏本。

Page 11



《读来读往》

精彩短评

1、书人书话是爱书人的一种阅读情结。作者通过对所读书籍的介绍、引用和记录，同我们分享了书
籍的历史、阅读的真知、淘书的乐趣，以及出版人、著作者、编辑人和爱书家在“图书为王、文字当
道”的时代传奇，用如吉光片羽的文字，向读者传递了对传统图书萧瑟趋势的温婉哀叹之情，展示了
书人书话蕴涵的非常魅力。
    爱书人写给爱书人的书。书人、书话、书事，嗜书者同你分享关于书的一切；爱书者的必藏本。
2、文笔轻松,看起来不费力,可以作为了解美国文化的辅助
3、读书人必读的书，值得推荐。
4、有点拗口，不过确实是很特别，很丰富的一本书
5、就因为看了此书，就又花钱了。买书呗！
6、读下
7、在这个文化商业化的年代，看书很难这么单纯了
8、这本书可以当想买的几本外国书虫随笔的指南了。可惜基本是摘录，没什么很硬的评价。
9、读了自己感兴趣的 书店和书人部分。
10、挺不错的！推荐买！挺不错的！推荐买！
11、很放心当当的图书！
12、“阅读，让人们在浊世中实现了对精神故乡的回望。”
13、写的都是感兴趣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有种在看论文的感觉
14、书的内容不错，集结了很多书历史和书话笔记，信息量丰富，可惜文笔一般，像攒文，当资料书
看吧，还是有用的。
15、是 语文 老师 推荐的 一本书~
但仔细看后，，确实 很喜欢！！！
16、没的说，关于书的我都喜欢，还没看，但先收藏了。
17、的确是读书笔记，不过对近年翻译的国外书之书做了很好的导览
18、孙重文的这本书，称得上好书，内容丰富，知识广阔，令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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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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