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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上）

陈　 力 

摘　 要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发明时间和发明地点，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活字印刷的技术原理与古

代玺印完全相同，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发现并被应用了，《秦陶量》 《秦公簋》 《能原镈》 《攻敔王夫差剑》和《

簋》等均系用活字在泥范上钤印然后翻铸而成。 采用活字印刷术批量复制文献在北宋毕昇之前已得到应用，时

间可以追溯至后晋天福年间。 毕昇的贡献在于用胶泥制作活字，改进了排印工艺。 木活字也不是元代中期王祯

发明的，王祯的贡献也在于对木活字进行改进与完善。 活字印刷术的特点是快速排印，快速换印他书，节约成本，

适合一次性大批量印刷；但是书版随印随拆，不如雕版印刷适合长线书籍的出版，技术更为复杂，对工匠的要求比

雕版印刷高得多。 与雕版印刷术相比，活字印刷术发展较为缓慢，没有成为中国古代文献复制方式的主流，这与

它的特点以及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相关。 参考文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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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人类文明最伟大

的贡献之一，关于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时间、发明人和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颇多，但还

有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梳理，有一些看法尚待

辨析。 例如：毕昇之前有无活字印刷？ 王祯之

前有无木活字？ 活字印刷术能够代表中国古代

印刷技术的主流吗？ 它有什么局限？ 它的最佳

适用范围是什么？ 与古代朝鲜相比，中国古代

的活字印刷术有什么不同？ 与欧洲古腾堡的

活字印刷术相比，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有什

么不同？ 通过诸如此类问题的比较研究，特别

是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其原因，
将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

理解。

１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古代活字印刷术与雕版印刷术一样，也是

一种文献批量复制的技术。 活字印刷是将若干

事先制作的阳文反文单字（古代也有将常用的

两字或数字合在一起的）字模按照需要检出，有
序排列并固定在底盘上，刷墨后反印在承印物

上。 在过去人们一般的认知里，活字印刷术是

北宋时由布衣毕昇发明的，毕昇之后，元代王祯

又对活字作了很大的改进，并在其所著《农书》
中作了详细的介绍。 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排印

过什么书籍，沈括并未详载，不过，南宋周必大、
元代姚枢与其弟子杨古以及王祯等都用活字排

印过书籍，明代以后活字应用更多，活字的材质

既有胶泥活字，也有木活字和金属活字，还有所

谓瓷活字甚至葫芦活字（又称瓢活字），等等，勿

庸赘述。
考证印刷术包括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发

明时间和发明地点，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一般

人那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热门话题。 不

过，笔者以为，毕昇所发明的胶泥活字是活字印

刷术的原创性发明还是只是活字制作材料与制

作方法的改进，仍需进一步探讨。 同时，对于像

印刷术这种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技术

来说，对于它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以及对社会影

响的研究更值得重视。
就技术原理而言，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

术与古代的玺印完全相同［１］ ，并且，活字印刷术

与玺印之间的“亲缘”关系更近。 活字印刷，其
实就是将许多不同的单字“印”排列在一起固定

后刷印，沈括在介绍毕昇的发明时所说毕昇用

胶泥刻字，“每字为一印”，极为准确，因单个活

字实与一个单字玺印无异（后世所用活字甚至

也有将两、三个字组成的常用词汇制成一个活

字，则更与一般玺印无异）。 中国玺印至迟在殷

商时代就已出现了［２］ ，当时是捺印在火漆上还

是封泥上，甚至在丝帛之上，今已难以考证，不
过，用活字的原理来制作带铭文的器物应该是

确定无疑的：最早发现有关线索的应该是 ２０ 世

纪初年的罗振玉先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
统一度量衡，制作了大量诏版、量器和衡器，其
上大都有相同的文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

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乃诏丞相状、
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清末陈

介祺曾收藏了一件秦始皇诏铭陶量，罗振玉有

跋云：
此量山左出土，潍县陈氏所藏，文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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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每行二字，每二行共四字作一阳文范，
合十范而印成全文。 每范四周必见方郭，
观此知古代刻字之术发明甚早。 古金文有

阴款、有阳识，皆先作范而铸成之。 款之隆

起者用阴范识之，凹下者则用阳范。 此等

之范即雕板之滥觞。 ……此量亦阳范，故

印成阴文。 近人考中国经籍雕板始于五

代，不知三代时已有雕字；又谓活字板始于

宋之毕昇（见《梦溪笔谈》），至元代而用益

广（见王祯《农书》）。 今此量以四字范多数

排印而成全文，此实是聚珍板之原始，可见

我国古代文明开化之早矣。［３］

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大量钤有秦始皇廿六年

诏书的秦代陶量，甚至在不同器上的“活字”完

全相同，证明当时就是将四字一组的“活字”分

别“钤印”在不同的量器上［４］ 。 除陶器外，青铜

器也有类似情况。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商承祚先生

也发现，大约为春秋时秦国青铜器的《秦公簋》
底部铭文明显是用“活字” 钤印在泥范上铸成

的，“逐字单刻，个别印之范上，故行款倚斜不

整，印迹显露，为活字版之鼻祖。” ［５］ 随后，学者

们陆续又有些发现，例如，春秋时越国青铜器

《能原镈》（又称《奇字钟》）的铭文是“用字模在

范上钤印，然后铸成的” ［６］ 。 春秋吴国青铜剑

《攻敔王夫差剑》也是“使用单字印模铸造，每个

字都有一个方框” ［７］ 。 更明显的证据是上海博

物馆藏春秋早期青铜器《 簋》①，现存器、盖
各一件，铭文完全相同，甚至器、盖的字与边框

几乎完全一样，很明显是用“活字”分别钤印在

器与盖的泥范上铸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 《秦陶量》 《 秦公簋》

《能原镈》《攻敔王夫差剑》和《 簋》等之所以

被发现系用活字在泥范上钤印然后翻铸而成，
是因为制器人在瓦器或泥范上钤印后没有将活

字印痕修整好，因此可能还有不少先秦两汉乃

至魏晋南北朝器物的铭文也是用这种方法制成

的，只是因为修整得好，未露痕迹，以致我们现

在不能确认而已。 有学者曾经注意到，一些先

秦青铜器铭文字形非常相似，过去常常被当作

伪器的证据，今天看来，似乎有必要重新认识。
至于像秦始皇诏版、量器衡器，以及此后许多如

弩机、戈矛等，上面多有相同文字，属于批量制

作，是否有用字模制作，尚待进一步研究。
用字模在青铜器上钤印铸造字，字模应该

是阴文正字，钤印在泥范上便成了阳文反字，再
翻铸青铜器，于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成了阴文

正字了。 这种方法，与后世木活字制作和金属

活字镌刻有所不同，但却与古代朝鲜用字模铸

造活字的原理相同，１５ 世纪朝鲜李朝学者成伣

记铸字之法云：
大抵铸字之法，先用黄杨木刻诸字，以

海浦软泥，平铺印板，印着木刻字于泥中，
则所印处凹而成字，于是合两印板，镕铜，
从一穴泻下，流液分入凹处，一一成字，遂

刻剔重复而整之。②

清道光中翟金生用字模制作泥活字的原理也是

如此③。 由此可证，活字印刷的原理早在先秦时

代就已经被发现并被应用了，只不过承印物不

是后来的纸张，印制的方式也有些差异。
我们曾经指出，丝帛、墨等在先秦时代就已

作为书写材料，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帛上

００６

①

②

③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 ４ 卷，第 ６０４ 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

字》著录为《 敦》，凡四器四盖，见卷 ８ 第 ２１－２３ 页。 过去亦有著录为《宗妇簋》者。
（朝鲜李朝）成伣：《慵斋丛话》卷 ３“活字”条，转引自（韩）曹炯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

究》，第 １７８ 页，学海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 曹炯镇先生也曾提到，高丽朝铸造的金属活字是因为“寺庙经济很丰富，早
就体验了梵钟、佛像等佛具与铜钱上铭文或文字的铸成方法”。 梵钟与先秦青铜器的铸造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机构曾买得翟金生阳文反体泥活字和阴文正体泥活字，据张秉伦先生

研究，阴文正体活字就是制作阳文反体活字的“字模”，并且已经找到了五对阴阳文正反体可以配对的泥活字和

“字模”。 参见张秉伦：《关于翟氏泥活字的制造工艺问题》，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１ 期，第 ６４－６７，９８
页，收入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活字印刷源流》，第 ２２３－２２８ 页，印刷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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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雕版印刷的花纹，这些材料也同样可以作

为活字印刷的承印物。 与雕版技术一样，活字

技术用于文献复制不仅取决于技术原理的发

现、印刷材料的具备，更重要的是适合的社会环

境和社会需求。
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南方的开发与

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随着隋代国家的再次统

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阶

段。 东汉以后，佛教经历了传入、中国化和普及

的过程，许多佛经被汉译，道教文献也大量产

生，这些对全社会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催生了对宗教文献的巨大

需求，传统的人工抄录宗教经典用以诵读、祈

福、祝祷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隋唐时

代出现并成熟的科举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

治、学术、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面貌，科举

成为普通百姓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接
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许多人的晋升之路，
即使是未能进入仕途者，也成为了基础教育的

师资来源，教育逐渐走上了普及之路，识字、读
书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对图书的需求自然也就

越来越多；也是随着科举考试科目、考试内容的

确定和考试方式的程式化，与科举考试有关的

图书成为了新的也是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
种需求具有全国范围内的普适性，甚至也包括

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隋唐以后城市得到了快

速发展，城市居民对通俗读物、文学艺术和生活

读物的需求增加；隋唐以后商贸流通快速发展，
一个遍及全国并扩展到周边国家的巨大市场已

经形成。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变化，当然也包括

其他的一些变化，采用印刷技术来进行图书的

批量复制便水到渠成，这就是为什么隋唐以后

图书雕版印刷得以迅速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黄

金时代的根本原因［８］ 。 因此，活字印刷作为另

一种文献复制技术在这个时候出现绝不是偶然

的，北宋时毕昇发明胶泥活字也绝不是偶然的。
许多人，包括学者认为，毕昇是活字技术的

发明人。 我们对此颇有疑问：首先，从历史上

看，雕版印刷技术见诸学者的记述是其已经进

入实用和成熟阶段了，唐代元稹偶然中发现了

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歌已有印本［９］ ，柳玭“旬

休”时，“阅书于重城之东南”，才发现“其书多阴

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
学，率雕版印纸”①。 同理，在沈括见到毕昇所发

明的胶泥活字之前，有没有活字印刷技术已经

在其他地方被应用了？ 毕昇的发明，是活字印

刷术的发明，还是活字印刷术中某一种类型（胶

泥活字）的发明？ 毕昇的发明是活字印刷的原

始创新还是活字制作材料的创新与排印技术的

改进？ 此外，以木板作为主要材料的雕版印刷

在宋代已进入了黄金时代，从常理推测，至少

是应该先有木活字，甚至先有金属活字，而后

才受其启发、利用其他材质比如胶泥来制作活

字。 其实，在沈括的记述中已经提到了木活

字，谓：
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

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

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

沾污。［１０］

似乎毕昇曾经试过用木活字，但效果不好，故选

择了效果更好的胶泥活字。 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木活字曾经由毕昇首先试验，但
效果不好而被弃用；第二种可能是只是毕昇试

用木活字并不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别人没有制

作并使用过木活字，或者如雕版印刷，后人多以

五代冯道等人主持雕刊《九经》为开端，而实际

上，雕版印刷早在此前就已在民间被广泛使用。
同时，金属也可以制作活字，唐宋以前的玺印就

多是金属制成的。 根据现有的史料，第二种可

能，并非无稽之谈。 宋代岳珂在其所刊《九经》
前附有《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云：

……京师胄监经史多仍五季之旧，今

故家往往有之，实与俗本无大相远。 ……
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板本、京

００７

①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 ４３ 注引柳玭《柳氏家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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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

大字旧本……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
反覆参订，始命良工入梓……［１１］

关于“天福铜版”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一直都有

争议。 有学者认为是以铜板雕刻文字作为印

版①，但考虑到铜质坚硬，现在所见到的古代铜

制印版，规模都很小，假如一两块雕刻，自然没

有问题，但如果要雕刻六十余万字的《九经》②，
几乎没有可能。 更何况，中国古代货币属于

“铜本位”制，如果《九经》 印版皆用铜板雕刻，
本身也是一大笔费用，可能性不大。 也有学者

认为“ 天福铜版” 是铜活字， 如叶德辉即曾

指出：
活字板印书之制，吾窃疑始于五代。

晋天福铜板本载宋岳珂 《九经三传沿革

例》，此铜版殆即铜活字版之名称。［１２］

近人傅振伦先生也说：有人说五代后晋天福铜

板本和敦煌千佛洞发现的隋大业三年佛像发愿

文，都是用活字排印的，“虽然不一定可靠，但这

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 ［１３］ 。
除了以上几种推测外，潘天祯先生曾经对

明代无锡华燧会通馆活字印书问题进行过专门

研究，指出会通馆之活字乃是“铜板锡字”：
铜板是指摆活字所用之板，字和板在

我国古代活字印刷工艺上从来是两个不同

的组成部分，制造的材料也往往不同。
并举例说毕昇“用胶泥刻字”，“以一铁范置铁板

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谓：
概括为“活字铁板”也未尝不可。③

笔者认为，潘天祯先生关于明代会通馆活字乃

是“铜板锡字”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锡活

字早在元代就已发明，王祯《农书》中有明确的

记载，而潘先生所举明邵宝《会通华君传》中所

说华燧“为铜板、锡字”、明乔宇《会通华处士墓

表》中所说华燧“范铜为板，镂锡为字”以及华家

后人、明末清初华渚在华燧传记中所说华燧“范

铜板、锡字”便是直接而有力的证据④。 同时，潘
先生的意见对于我们理解“天福铜板”也很有启

发意义。 南宋周必大即曾提到：“近用沈存中

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
二十八事” ［１４］ ，这里所说的“胶泥铜版” 之“铜

版”也是指活字排版时所用的铜质底盘（毕昇所

用底盘为铁制），所谓“天福铜版” 《九经》，其义

可能正与此同，即后晋天福年间用铜板作为底

盘活字（可以是木活字，也可以是金属活字）的

《九经》。 《补续高僧传》载：“（元）英宗（１３２０—
１３２３）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

误，徵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较。”⑤《大藏经》 篇

幅更大，当时通行的汉文《碛砂藏》达 １ ５００ 余部

６ ３００ 余卷，《毗卢藏》 《普宁藏》 等篇幅也差不

多，《元官藏》 卷数不详，也应该与前几藏差不

多，西夏文《大藏经》即所谓《河西字大藏经》也

达 ３ ６２０ 卷。 因此，《大藏经》更不可能铸铜板刊

刻。 元英宗准备“治铜为板”印制的《大藏经》也

０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用铜铸造印版，唐宋多有之，潘吉星先生曾提到唐开元《心经》铜范、蜀刻《韩文》书范、陕西宝鸡市出土

的唐文宗大和八年（８３４）铸千佛像铜印版（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宋济南府刘家针铺的方

形广告铜印版。 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史》上编“金属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发明和发展”，第 １１－１４ 页，辽宁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五代时中“三礼”“三传”各为一经，“《九经》”即后世“十三经”中除《孟子》之外的十二经。
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原载《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８０ 年第 １ 期，第 ５１－５４ 页，潘天祯

先生关于会通馆活字的文章还有《再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三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

本》《四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华燧锡活字印书的探索始末》，均收录于《潘天祯文集》中。
以上俱见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文引，潘文原载《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８０ 年第 １ 期，第

５１－５４ 页，收入《潘天祯文集》，第 ５５－６１ 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
（明）明河：《补续高僧传》卷 １“法祯传”，《卍续藏经》，１９２５ 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按，元黄溍《金华黄

先生文集》卷 ４１“荣禄大夫大司空大都大庆寿禅寺住持长老佛心普慧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亦载其事，曰元英宗

“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歲（藏），将镂铜为板以传。”《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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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用铜作底盘，而以铜活字或木活字排

印①。 相较而言，用铜板作活字底盘，在中国古

代更为常见，明代活字印刷多用铜板作为底盘，
清代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用铜作底盘、
活字来印刷的。

如果上述推断有道理的话，我们可以说：毕
昇只是胶泥活字的发明家，而非活字的发明家。

同样，关于木活字的发明，也是一个需要澄

清的问题。
一如活字印刷是最先由沈括记录下来而为

后人所知，木活字印刷技术与工艺流程是由元

代科学家王祯首先记录下来而为后人所知的。
王祯在《农书》中详细地记载了木活字印刷的整

个工艺流程，包括“写韵刻字法” “锼字修字法”
“作盔嵌字法”“造轮法” “取字法” “作盔安字刷

印法”，并介绍了他曾用两年的时间制作了一套

活字，一个月之内即排版刷印了一百部《农书》，
“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 ［１５］ 。 正是由于王祯详

细的记录，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木活字的发明人

是王祯［１６－１７］ 。 笔者认为，毕昇在制作胶泥活字

时就曾经用过木活字做试验，因此王祯只能说

是木活字技术的改进者，而事实上，北宋初年立

国的西夏早就使用木活字印书了。 １９０８ 年，法
国汉学家伯希和曾在敦煌千佛洞以北的 １８１ 洞

（今敦煌研究院编第 ４６４ 号窟） 发现过回鹘文

活字：
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 稍微清

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 我们于那里发现

了用于印刷蒙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

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 那里在元

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刊经厂。 那里也有

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

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 这是一

种新奇事。 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
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

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 ４ 部不同的书

籍，１ 本几乎是完整的蒙文小册子，写有从

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②

伯希和发现的回鹘文活字除一部分带回法国

外，也分赠了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数量经统计

大概为 ９６８ 枚。 此后，俄国人奥登堡、前国立敦

煌艺术研究院也在敦煌发现了一些回鹘文木活

字。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在

６ 个洞窟里又发现 ４８ 枚回鹘文木活字。 根据敦

煌研究院专家的研究，“考虑到回鹘在敦煌的活

动情况及莫高窟兴衰的历史，我们或可将回鹘木

活字的时代推定在 １２ 世纪末到 １３ 世纪上半叶之

间或沙州回鹘王国时期（１０３６—１０７０？）”。［１８］

１９９１ 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出土

的西夏文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因其中有

汉文数字倒置，故知其为活字，又根据对字迹仔

细辨识，可以断定为用木活字印成。 其印刷的

时间大约在西夏仁宗时期（ １１４０—１１９３），相当

于南宋前期［１９］ 。 此外，学者们早已发现在西夏

遗书中，有不少为活字印本，只是不能确认其具

体的时间而已［２０］ 。 聂鸿音先生曾对俄罗斯藏黑

水城文献第 ５１３０ 号佛经题记（抄本）进行释读，
该佛经是根据藏文翻译为西夏文的，题记中有

如下文字：
御前疏润校都大勾当中兴府签判华阳

县司检校罔仁持

……
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罔

忠敬

光定丙子六年六月　 日

“都大勾当”是负责监管某项工作的朝廷命官，
罔仁持、罔忠敬都是人名，中兴府为今宁夏银

川，罔忠敬的职责是润色文字和用活字排印，聂
鸿音先生指出：“这个经卷很可能是先以活字印

００９

①

②

潘吉星先生谓黄溍“镂铜板以传”语“应是以铜活字排印新校正《大藏经》”。 见《中国金属活字印刷

史》，第 ７８ 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 ３８３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按，伯希

和所说的“蒙古文”即回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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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行世，后来又有人据活字印本复抄的。” 印本

的时间为西夏神宗光定六年，当宋嘉定九年

（１２１６） ［２１－２２］ 。 正如王静如先生早就指出的

那样：
关于木活字版印刷术，习惯的说法是

王祯在元成宗大德元、二年（１２９７—１２９８）
发明创制 的。 这 是不 恰 当 的，也 是 不真

实的。［２３］

简言之，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原理早已发

现，采用这种原理进行文献批量复制的活字印

刷术在北宋毕昇之前可能早已得到应用，其时

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后晋天福年间。 毕昇的贡

献，在于用胶泥制作活字，使之更为便利，同时

也对若干排印工艺进行了改进。 同样，木活字

也不是到了元代中期才由王祯发明的。 王祯的

贡献之一在于将木活字从制作到检字、排印和

收储管理的改进与完善，尤其是他提到的木活

字制作“写韵刻字法”，简单实用，并且能够保证

字体大小、风格的统一，字迹也更为工整，一直

沿用到清代（当然，也有部分是采用单个活字雕

刻），其他如“造轮法” “取字法” “作盔安字刷印

法”等等，也都实用易行，对后世活字印刷的应

用普及发挥了重大作用。
相较于活字技术发明的具体时间，沈括和

王祯对胶泥活字、木活字整个印刷工艺的记录

本身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更为巨

大。 正是由于沈括和王祯的记载，第一次将活

字印刷这个实践层面或者说原本只是属于社会

底层的普通印刷工匠的技艺用文字记录下来，
使之进入了社会上层或主流的视野，引起了广

泛和持久的关注，并且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

号之一。

２　 活字印刷术的特点与适用范围

古代活字印刷的主要材料包括活字、底盘、
固定活字的“粘药”以及使活字排列整齐的界行

等等，元代王祯在《农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描

述，清乾隆中金简编《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对中

国古代活字印刷术作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内容

包括“成造木子” “刻字” “字柜” “顶木” “中心

木”“类盘” “套格” “摆书” “垫版” “校对” “刷

印”“归类”及“逐日轮转办法” 等各节，详细叙

述了活字印刷从木活字制作到排印、归字等工

艺流程的具体做法。 在活字印刷的整个流程

中，关键性的工作是活字制作。
木活字通常使用枣、梨、梓木等坚硬、易雕

刻和不易变形的材质雕刻而成，清代江南“谱

匠”及《京报》等用活字则多系一般木头刻成，勿
需多论。 木活字大概有两种制作方式，一种是

先制成单个无字的“木子”，然后在其上镌刻文

字；另一种是王祯在《农书》中记载的方法，即将

若干文字一并写、刻在一块整板上，然后锯开形

成一个个单字，稍加修整即成。 二种方式在实

践中大概都有，但文献中很少有相关记载，有学

者认为，字体工整者多为整板刻字后锯开，而字

体歪斜、大小不一者，多半是先制作成无字木子

后再刻字。
在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中，以木活字居多，

主要原因是木活字制作较易，成本较低，过去发

现的西夏文、回鹘文活字都是木活字，其他著名

的木活字印本除见诸文献记载的如王祯排印的

《旌德县志》、马称德排印的《大学衍义》外，清乾

隆中《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萃文书屋《新镌全部

绣像红楼梦》 （即所谓程甲本和程乙本《红楼

梦》）等最为有名，至于占活字印本数量最大的

家谱、《京报》等大多也是用木活字排印的。 木

活字的缺点在于使用后由干湿等因素容易变形

从而影响印刷品的美观，保存时间不长（不过，
这个因素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目前见诸记

载的，活字被弃用往往并不是其保存问题，而是

其他非技术因素）。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铁

活字以及合金活字等等，其制作大致有两种方

式，即镌刻和铸造。 镌刻活字以康熙末年设立

的铜字馆为代表。 为了印刷《古今图书集成》，
铜字馆总共制作了铜活字 １ ０１５ ４３３ 个，《钦定

大清会典事例》 里明确记载了刻字的价格，同

０１０



陈　 力：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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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时，还制作了大约 １８ 万个无字的“铜子”备用，
据此知康熙时铜字馆的活字是先制作（应该是

铸造） 无字的 “ 铜子”，然后将文字镌刻在上

面。① 至于王祯《农书》中所提到的“近世又有

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

书”之“铸锡作字”，是直接铸造锡活字还是先铸

造无字“锡子”后再在上面刻字或者是先铸造有

字的锡活字后再镌刻修描，现已无法考证，不

过，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古代朝鲜，活字大多

铸造，因此采用这种方法也应当是有的。
与雕版相比，活字最大的特点是一次性制

作，长期使用，即使是排印同一种书，活字亦可

“屡印屡换”，反复使用，这样可以用较少的活字

排印大部头图书，通常准备二、三十万个活字即

可排印一般图书，清康熙时武英殿铜字馆制作

了上百万个铜活字，一方面是皇家财大气粗，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为排印篇幅达 １０ ０４０ 卷的《古

今图书集成》，需要很多组工人同时操作，故预

备的活字较多；而乾隆中善于理财的金简仅仅

制作了木活字 ２５３ ５００ 个，就排印出了《武英殿

聚珍版丛书》１３４ 种 ２ ４００ 卷。 仅仅从刻字的角

度而言，如果能够长期反复使用，花在刻工上的

钱要比雕版节省很多。 另一方面，由于活字“屡

印屡换”，排好的书版在刷印后必须马上拆排以

备后面继续使用，因此，活字版是一次性的，不
能像雕版那样开始时印几十部书，如果销售好，
再按需印刷，以后还可以将版片租赁、转让。 五

代时四川毋昭裔雕刻了《文选》 《初学记》 以及

《九经》《诸史》，其板片入宋后其子孙还继续使

用，刷印书籍售卖，以致“家累千金” ［２４］ 。 从印

刷史上看，如果没有战争、自然灾害和其他非正

常因素的影响，如果管理得法，雕版可以一直延

续使用数百年，著名的南宋刻“七史”，入元后版

片存于西湖书院，后来经过不断修板，直到清嘉

庆年间因江宁藩库失火才被毁，其间一直都在

使用，刷印之书存世数量也非常多。 １９ 世纪初，
英国传教士米怜（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ｉｌｎｅ， １７８５—１８２２）
曾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进行过一番调查，
根据他的结论，如果管理得法，在其生命周期之

内，一副书板所印图书的数量可达到六千到三

万部之多［２５］ 。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活字印刷是一种更先

进的技术，但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技术，对工匠

的要求比雕版印刷高得多，从活字制作到检字、
排字、刷印、归字，都需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

工匠来操作。 换言之，活字印刷对于工匠的要

求更高，对专业工匠的依赖性也更强。 由于活

字可以长期反复使用，所以在活字转让出售或

者租赁时，会出现“字随人走”或“人随字走”的

情况。 明隆庆时，福建人饶世仁、游廷桂在锡山

准备用铜活字印行《太平御览》，因财力有限，三
年时间仅成十分之一、二，其后周光宙从饶氏手

中购得半数活字，另一半活字为同乡顾肖岩、秦
虹川二家购得，于是周光宙与顾、秦商量，并用

其家藏旧本校对，继续排印《太平御览》，仍由饶

世仁、游廷桂负责排版，故周堂（光宙子）序后有

“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摆，锡山赵秉义、刘冠印

行”字样，王重民先生分析其原委说：“盖饶、游
既售出其活字，反主为奴，仍佣于是役”②。 其

实，这正说明了活字排印的专业性，如果周光宙

仅仅是购得了饶、游活字并与顾、秦合股，而没

有排字熟练的工人，也是不行的。 活字印刷的

０１１

①

②

潘吉星先生认为《古今图书集成》的活字以及历代铜活字都是铸造而成，其说参见《中国金属活字印刷

史》，第 ９５ 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根据清宫档案所载及对《古今图书集成》原本的查验，其说似可商，
参见翁连溪：《谈清代内容的铜活字印书》，《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第 ７９－８５ 页；项旋：《清代内府铜

活字考论》，《自然科学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２５４－２６２ 页。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 ３５６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 尤可注意者，雕版印刷常有刻工名

字，偶尔也有写样人名，但很少列出刷印工人的名字，此活字本将“整摆”“印行”之人特别列出，表明了其专业性

很强，分工很细。 明代苏州丽泽堂木活字本《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齐鲁书社 １９９５ 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南

京图书馆藏本）书末亦印有“丽泽堂活板印行，姑苏胡昇缮写，章凤刻，赵昂印”字样，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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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点，使得其在普及上很难与雕版印刷相

抗衡。
活字的优点是与其特点相关的，金简在《武

英殿聚珍版程式》所附奏折中首先就说明了采

用活字印刷的优点：
武英殿现存书籍核较，即如《史记》一

部，计版二千六百七十五块，按梨木小板，
例价银每块一钱，共该银二百六十七两五

钱；计写刻字一百一十八万九千零，每写刻

百字工价银一钱，共用银一千一百八十余

两，是此书仅一部已费工料银一千四百五

十余两。
而采用活字印刷，则可大大节省：

今刻枣木活字套板一分，通计亦过用

银一千四百余两，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即
或刷印经久，字画糢糊，又须另刻一分，所用

工价亦不过此数，或尚有堪以拣存备用者，
于刻工更可稍为节省。 如此则事不繁而工

力省，似属一劳久便。［２６］

不过，金简并未计算活字印刷在检字、排字、刷
印、归字等环节方面比雕版高出的费用，也未计

算雕版长期使用的潜在价值。
活字印刷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其适用范围。

首先，活字印刷从时间的维度上看，是一种“一

劳久便”的技术，一次制作活字、底盘及其他部

件后即可多次使用。 但是，要做到多次使用，就

必须屡印屡换，即沈括所说“常作二铁板，一板

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

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 因此，它的适用范围

也就可以大致划出：
一、一次性大批量印刷更能展其所长：“若

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

为神速” ［１０］ ；
二、活字印刷可以直接排版印刷，从而节约

成本。 “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
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

就” ［１０］ 。 不像雕版印刷前期“所费甚多，至有一

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 当然，这是有前

提条件的：活字是现成的；
三、活字印刷，乃“印书省便之法”，印版“屡

印屡换”，可以快速排印、快速出书，也可以快速

换印他书。 因此，活字印刷特别适合快速出版、
临时出版。

虽然活字印刷从技术上具有上述特点、优
势，也有一些特别适用的范围。 但是，一项实用

技术，当其面向市场时，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

的特定环境中，倘若能够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的

特点与市场需求，自能得到健康发展，反之，亦
必然受到局限，甚至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阻力，
而这一点，才是决定中国古代活字与雕版印刷

技术谁主谁次的关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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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０：１２２．）

［ ２ ］ 陈力．徐中舒先生遗札考述［Ｊ］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６）：５－１５． （ Ｃｈｅｎ Ｌ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Ｘｕ

Ｚｈｏｎｇｓｈｕ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６）：５－１５．）

［ ３ ］ 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２：秦瓦量跋［Ｇ］ ／ ／ 罗雪堂合集．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０５． （ Ｌｕｏ Ｚｈｅｎｙｕ．

Ｘｕｅｔａｎｇ Ｊｉｎｓｈｉ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Ｑｉｎ ｗａ ｌｉａｎｇ［Ｇ］ ／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ｕｏ Ｘｕｅｔａｎｇ．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Ｘｉｌｉｎｇ Ｓｅａｌ Ｅｎｇｒａｖｅｒ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５．）

［ ４ ］ 袁仲一，刘钰．秦陶文新编：下编［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９６－６１８． （Ｙ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ｙｉ， Ｌｉｕ Ｙｕ． Ｎｅｗ ｃｏｍ⁃

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２［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５９６－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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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力：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上）
ＣＨＥＮ Ｌｉ：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Ⅰ）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 ５ ］ 商承祚． 秦公簋跋［Ｇ］ ／ ／ 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陇南丛书编印社，１９４４：２． （ Ｓ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ｚｕｏ．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Ｇｕｉ ｂｒｏｎｚｅ ｖｅｓｓｅｌ ｏｆ Ｑｉｎ［ Ｇ］ ／ ／ Ｆｅｎｇ Ｇｕｏｒｕｉ．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Ｌｏｎｇｎａ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４：２．）

［ ６ ］ 李学勤． 论“能原镈” ［ Ｊ］ ． 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９９ （ ４）：１ － ３． （ Ｌｉ Ｘｕｅｑｉｎ． Ｏｎ Ｎｅｎｇｙｕａｎ ｂｅｌｌ［ Ｊ］ ． Ｐａｌａｃ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９（４）：１－３．）

［ ７ ］ 董楚平． 吴越徐舒金文集释［Ｍ］．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４３． （ Ｄｏｎｇ Ｃｈｕｐｉｎｇ．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ｒｏｎｚ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ｏｆ Ｗｕ， Ｙｕｅ， Ｘｕ ａｎｄ Ｓｈｕ ［Ｍ］．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２：１４３．）

［ ８ ］ 陈力．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起源新论［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 ２）：４ － １７． （ Ｃｈｅｎ Ｌｉ． 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２）：４－１７．）

［ ９ ］ 元稹． 元氏长庆集：卷５１［Ｇ］ ／ ／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１． （ Ｙｕａｎ Ｚｈｅｎ．

Ｙｕａｎｓｈｉ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ｊｉ：ｖ．５１［ Ｇ］ ／ ／ Ｓｉｂｕ Ｃｏｎｇｋａｎ．Ｐｈｏｔｏ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３１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Ｊｉａｊ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１．）

［１０］ 沈括．梦溪笔谈：卷１８［Ｍ］． 胡道静，校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５９７． （Ｓｈｅｎ Ｋｕｏ． Ｄｒｅａｍ Ｐｏｏ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８［Ｍ］． Ｈｕ Ｄａｏｊ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ｕｊ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５９７．）

［１１］ 岳珂．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Ｍ］． 汪氏影宋刊本，１８１５（清嘉庆二十年）． （ Ｙｕｅ Ｋｅ．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Ｊｉｕ Ｊｉｎｇ

Ｓａｎ Ｚｈｕａｎ Ｙａｎ Ｇｅ Ｌｉ［Ｍ］． Ｐｈｏｔｏ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ｙ Ｗａｎｇｓｈｉ， １８１５ （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ｙｅａｒ ｏｆ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Ｊｉａｑｉｎｇ） ．）

［１２］ 叶德辉． 书林清话：卷８ ［ Ｍ］． 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９：１６７． （ Ｙｅ Ｄｅｈｕｉ． Ｓｈｕ Ｌｉｎ Ｑｉｎｇ Ｈｕａ： ｖｏｌｕｍｅ ８［ Ｍ］．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Ｙｕｅｌｕ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１６７．）

［１３］ 傅振伦． 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Ｇ］ ／ ／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 活字印刷源流． 北

京：印刷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９２． （Ｆｕ Ｚｈｅｎｌｕ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Ｇ］ ／ ／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ｒ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０： ９２．）

［１４］ 周必大． 周益公文集：卷１９８［ Ｍ］． 抄本． 明澹生堂，１３６８－ １６４４（明） ． （ Ｚｈｏｕ Ｂｉｄ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Ｚｈｏｕ

Ｙｉｇｏ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９８［Ｍ］． Ｃｏｐｙ． Ｄａｎ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１５］ 王祯． 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Ｍ］． 王毓瑚，校． 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３７－４４０．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ｙ·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 Ｍ］． Ｗａｎｇ Ｙｕｈｕ，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１：４３７－４４０．）

［１６］ 曹炯镇． 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 ［ Ｍ］． 台北： 学海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３１． （ Ｃａｏ Ｊｉｏｎｇｚ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 Ｍ ］． Ｔａｉｐｅｉ： Ｘｕｅｈａ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６：３１．）

［１７］ 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 Ｍ］．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９．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ｕｍｉｎ， Ｈａｎ Ｑ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８：１９．）

［１８］ 彭金章．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Ｊ］ ．敦煌研究，２０１４（３）：５６－６３． （ Ｐｅｎｇ Ｊｉｎｚｈａｎｇ． Ｏｎ ｗｏｏｄｅ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Ｕｉｇｈｕｒ ｓｃｒｉｐｔ［Ｊ］ ．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３）：５６－６３．）

［１９］ 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 Ｊ］ ． 文物，１９９４（９）：５８－６５． （ Ｎｉｕ Ｄａｓ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ａｎｇｕｔ ｓｃｒｉｐ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ｓ Ｊｉ Ｘｉａｎｇ Ｂｉａｎ Ｚｈｉ Ｋｏｕ Ｈｅ Ｂｅｎ Ｘｕ［ 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１９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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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０

５８－６５．）

［２０］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第二章［ Ｍ］．北

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 （ Ｓｈｉ Ｊｉｎｂｏ， Ｙａｓｉｎ Ｈｏｓｈｕｒ．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ａｎｇｕｔ ａｎｄ Ｕｉｇｈｕ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２１］ 聂鸿音．俄藏５１３０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 Ｊ］ ． 中国藏学，２００２ （ １）：５０ － ５４． （ Ｎｉｅ Ｈｏｎｇｙ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ａｎｇｕｔ ｓｃｒｉｐ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ｓ ｎｏ． ５１３０ ｈｅｌｄ ｂｙ Ｒｕｓｓｉａ［Ｊ］ ．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ｂｅ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１）：５０－５４．）

［２２］ 王菡． 从出土西夏文献中有关题记谈西夏的活字印刷［Ｊ］ ． 中国印刷，２００３（２）：１０８－１１０． （ Ｗａｎｇ Ｈａｎ． Ｏｎ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ａｎｇｕ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Ｔａｎｇｕｔ［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ｔ， ２００３（２）：

１０８－１１０．）

［２３］ 王静如． 西夏文本活字版佛经与铜牌［ Ｊ］ ． 文物，１９７２（ １１）：８ － １８，７３． （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ｒｕ．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ｎｚｅ ｐｌａｔｅ 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ｇｕｔ ｓｃｒｉｐｔ［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１９７２（１１）：８－１８，７３．）

［２４］ 焦竑． 焦氏笔乘续集：卷４［Ｍ］． 整理点校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 Ｊｉａｏ Ｈｏｎｇ． Ｊｉａｏｓｈｉ Ｂｉ Ｃｈｅｎｇ Ｘｕ

Ｊｉ： ｖｏｌｕｍｅ ４［Ｍ］．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６．）

［２５］ 周绍明．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Ｍ］ ． 何朝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１８．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Ｊ Ｐ．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Ｍ］． Ｈｅ Ｚｈａｏｈｕｉ，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１７－１８． ）

［２６］ 金简．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奏议［Ｍ］． 翻刻武英殿本，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清乾隆）． （Ｊｉｎ Ｊｉａｎ． Ｑｉｎｄｉｎｇ Ｗｕｙｉｎｇ⁃

ｄｉａｎ Ｊｕ Ｚｈｅｎ Ｂ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Ｚｏｕ Ｙｉ［Ｍ］． Ｒｅ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Ｗｕｙｉｎｇｄｉａ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

陈　 力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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