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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编辑出版活动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积淀了丰厚的媒介文献和研究资

料。从出版传播与复制技术、编辑出版物与社会文化建构、近代新式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等

方面，综合考察中国编辑出版活动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梳理其中所显现的媒介演变与文化

传播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新旧媒介的比较研究以及书籍史和文化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参照

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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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电子媒介而言，以书籍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已经变成了旧媒介。但

“新媒介之所以会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与旧媒介不同，它改变了依赖于早期传播手段的那些社

会方面”。[1](P65)因而新旧媒介的比较，为书籍史、媒介技术史、文化传播史等领域的研

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现实意义，正如《书籍的历史》作者所指出的：“很久以来，我们

就已经告别了书籍系统的独占时期，但这一现象才刚刚被更好地理解和研究。”[2](P423)

中国作为最早发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国家，积淀了十分丰富的媒介文献和研究成果，其数千

年的书籍编辑出版史，更是具有重新理解和研究的独特价值。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中国编辑出版活动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梳理其中所显现的媒介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一、出版传播与复制技术 

出版传播与复制技术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复制技术的改进过程为

线索，出版传播可分为手工出版传播、机械出版传播和数字出版传播等阶段。手工出版传播

又包括手工抄写和手工印刷两种方式。中国在古代主要处于手工出版传播阶段，在近代进入

了机械出版传播阶段，在当代则进入了数字出版传播阶段。 

中国是最早发明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国家，魏以来纸张逐渐成为图书的主要载体，到

唐五代雕版图书逐渐普及，再到近代引进西方石印技术和机械印刷技术，每一次媒介技术的

改进，都推动了书籍出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的繁荣。西方传播学者伊尼斯、麦克

卢汉等人在研究传播史时，特别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发展对于社会性质以及人类感官所具有

的重要影响。伊尼斯认为“根据传播媒介允许控制时间或空间的倾向，它们成为‘有偏向

的’”。[3](P512)如果具体分析中国的情况，古代以竹简、碑石为载体的图书，偏重时间

上的纵向传播(传之后世)；以纸为载体的图书，更有利于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中国图书的载

体形式也影响了文字内容和语言风格，造成了文、言长期分离的特征，还影响了文人著述讲

究言外之意的思维方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分析道：“中国古代用以写书之竹简，

极为夯重。因竹简之夯重，故著书立言，务求简短，往往反将其结论写出。及此方法，成为

风尚，后之作者，虽已不受此文章的限制，而亦因仍不改，此亦可备一说。”[4](P9)而近

代机械化大规模印刷的报纸的出现，必然引起语言文字的重大改革，出现更适宜向大众传播

的白话文和“报章体”。 



中国是以印刷媒介占压倒优势的，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

化传播模式。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

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

会。”[5](P488)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

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

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

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6](P331)与此相印证的是，

麦克卢汉也指出：“文献学的一条重要定律在谷登堡之前的雕版印刷中发挥了作用：文献生

产越多，保存下来的越少。”[7](P203)在近代，西方石印技术的使用，催生了大众喜爱的

时事娱乐性画报；西方高效率的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则带来了新式报刊的繁荣，从而改变

了中国印刷出版物以书籍为主体的格局。 

从另一个角度看，复制技术的发展也受到出版传播环境的制约。中国书籍出版物以传播

儒家文化占绝对优势，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儒家经书的内容被不断复制翻版，这又极大地限

制了多元文化信息的传播，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据经典版本的思维方式，并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活字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阻滞了印刷机械化的进程。钱存训曾经分析

道：“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相似，但其影响和作用则并不相同。”印刷术“不仅帮助

中国文字的延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儒家典籍和科举考

试用书的大量印刷，当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此，印刷术乃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相对稳定的重

要因素之一，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一个基础工具。总的说来，印刷术的进展，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所促成；同时，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印刷术本身发

展的趋向。因此，印刷术在社会上的功能是相互影响，并不完全是印刷术影响社会变革，各

种社会因素也是促使印刷术发展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8](P270) 

二、编辑出版物与社会文化建构 

书籍既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媒介，又是可以营销流通的物质产品。书籍作为

编辑出版物，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环境诸多因素的制约；而编辑出版物也具有文化建构的功

能，或者说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特征和流通比例等，也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知识结构体系和文化

传统。西方史学的年鉴学派关注印刷出版物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其研究题目有《十八世纪法

国的书籍与社会》等，通过对印刷出版物可计量因素的分析，研究其与文化传播、社会变革

的关系，以及人的精神状态史。[9](P414)这对我们研究中国编辑出版物的发展历史及其规

律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先秦时代曾有过诸子并出、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元典产生的时代。

冯天瑜指出：“用典籍形式将该民族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加以初步定型。这种典

籍便可以称之‘文化元典’。”[10](P14)但是，先秦诸子具有原创性的文化典籍，自汉代

独尊儒术后，受到了很大限制，只有儒家经典获得了“经”的地位。蒋伯潜指出：“古以竹

简丝编成册，故称曰经……所谓‘经’者，本书籍之通称；后世尊经，乃特成一专门部类之

名称也。”[11](P2)在官方图书目录中经孔子整理而一脉相承的儒家经典被列在首位“经

部”，诸子的著述则被列在“子部”，佛教图书和道家图书也附录在“子部”。从古代书目

的分类标准和收录数量可以看出：以儒家典籍为主体，以史、子、集等部书籍配经而行，以

释、道典籍为辅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体系。这反映了官方以“文治”、“教化”

为主导的编辑出版理念，这也制约了传统出版物的总体特色和分布比例，对建构和维护中国

文化传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之际，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图书也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文人认识世界

文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大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析说：“明朝以八

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

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12](P3)利玛窦等人“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

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光启)、李凉庵(之藻)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

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

味，而且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的影响不小。”[12](P10-11)西方传教士

利玛窦等人多种著作甚至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



提要》，则收录了明末清初(1584-约1766)近200年来西方传教士在华著译出版的部分书籍。

[13]这些西学出版物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知识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读书人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刺

激。他们开始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大量翻译和编辑出版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心

理等方面的书籍，而中国传统典籍作为不同于西学(新学)的国学(旧学)不断受到强烈的冲

击。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逐渐代替了中国传

统的知识分类体系，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也动摇了儒家经典的独尊地位，这促使中国读书人的

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例如，梁启超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经历了从接触西学书籍，到反

思“中学”甚至与“中学”决裂、接受西学的蜕变过程。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分

析道：“1840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化中包括了大量从西方引进的文化要

素。……在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起了选择的作用。……由于中西

文化系统很不相同，中国人要消化吸收西方文化要素也是很不容易的。开始时差不多总是离

不开中国固有文化这个拐杖，它虽然往往容易引起误解，但没有这个拐杖是不行的。”[14]

(P191)经过中西文化的多次激烈论争以后，国学出版物虽然命脉未断，其所占份额与西学出

版物相比却逐渐减少了，其在当时的影响也远远不如西学出版物。1896年梁启超所编《西学

书目表》在时务报馆石印出版，梁启超进行了统计：“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

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

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他感慨道：“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

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国

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5](P141)显然，中国近代

编辑出版物种类和比例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体系的建构都起到了重要推

动作用。 

三、新式传播媒介与社会变革 

从传播学角度看，出版机构也是传播媒介。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我们要特别提到，近

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近代意义的出版机构的出现以及新式报、刊的繁荣，改变了中国

古代印刷出版事业的传统格局，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向近代化的进程。 

1·新式出版机构推动文化事业 

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官方大规模兴办书局，大量刊印传统经史典籍，以恢复太平天国

运动之后受到重创的图书出版业，维持“文教”的传统。例如“左宗棠设局宁波刊经书，是

为了使‘经史赖以不坠’”。而“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出现了变化，即由为刊刻经

史读本之类而设置转向为译刻西学书籍而设置”。在经营方面，“书局全凭主要来源于公款

之经费维持其活动。经费充裕，刻书亦多”，虽然设有售书门市部，却售价低廉，不追求赢

利。所以，“官书局作为出版机构，在保存与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6](P366)

这一时期的官书局已经将编译、刻印、发行等部门统筹起来，并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从而与

以往的官方编辑刻印图书的活动有了区别。 

受到西方机械印刷技术和经营模式的影响，中国新式民营出版机构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

作用已经不同于传统书坊。李泽彰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

报》第1期统计，仅入会的出版机构已有22家。“又据光绪三十二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

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审定的教科书共计102册，由民营出版业发行的计85册，占全体五分之

四以上”。这说明“出版业的重心已由教会和官书局移到民营的出版业了”。[17](P392)而

商务印书馆就是当时民营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也是中国近代出版机构的典型。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由夏瑞芳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最初以经营印刷业务为主，1903年

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自己的编译所，健全了以编辑部门为中心，编辑、出版、发行综合运作的

体制，成为当时规模很大的新式出版机构。张元济作为编译所所长，既有以“扶助教育为己

任”的文化眼光，又有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的有效手段，在他的主持策划下，商务印书馆编

辑出版了大量新式图书，其中包括新式教科书系列、新式工具书和翻译西方名著等，这不仅

推动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为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在当时图书市场中占有了很大的份额。蔡元培曾如此评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

“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其为商务印书馆。……于是书肆之风气为



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18](P58)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

论》等八种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一百多种外国小说，也对中国新文化的建构和新文学的发

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都是古代以翻印科举应试书、《三字经》之类童蒙书来赢利的

民间书坊根本无法相比的。王云五《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一文，详细列举了商

务印书馆的各类新式出版物，明确强调“政治上每经一度之变动，文化上辄伴以相当之改

进。而对此改进之工作，三十年间不绝赞助且赞助最力者，其唯我商务印书馆乎”。[19](P

284)

2·新式报纸期刊改变传播格局 

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除了图书出版系统以外，也有报纸系统，如官方的邸报系统。

“自汉唐以迄清末，以邸报为中心。在此时期内，因全国统于一尊，言禁綦严，无人民论政

之机会”，因而是官报独占时期。[20](P29)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官方公文，例如用木活字排

印的《京报》：“所载无非上谕、奏折、官吏升迁、某官谢恩、某官请假等，只供统治阶级

内部参考，发行数量不大。其形式是书本式小册子，薄薄的竹纸每日二三页，多或六七页，

字体不大，大小不一，行字歪斜，墨色浓淡不匀，鱼鲁亥豕，几乎每页均有。外里黄色薄

纸，盖有朱印木戳‘京报’二字，及某某报房字样。现在所见较早的也只是同治《京报》

了。”[21](P77) 

关于中国近代报纸的兴起，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将其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是西方传教

士在中国创办报纸，“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故称之为创始时期。在此时期，报纸之目

的，有传教与经商之殊，其文字有华文与外国文之别”。[20](P29)而在西方报纸和新闻观

念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自办报纸，“迨中日战争之后，强学会之《中外纪闻》出，始开

人民论政之端。此后上海香港日本，乃成民报产生之三大区域。其性质又有君宪、民主、国

粹及迎合时好之多种，故称之为勃兴时期，而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基于此”。[20](P30)这

已经指出新式报纸成为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主要传播工具，对中国社会政治制

度的变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近代报纸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有着不同的读者定位。其中既有以宣传政治主张为主

的同仁政党报纸，也有面向大众的商业经营性质的报纸。例如，《申报》作为商业经营性质

的报纸，强调其刊载内容的广泛：“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

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22]此外，《申

报》还有小说故事连载、商业广告等内容。关于近代报纸与古代图书的明显区别，《申江新

报缘起》曾比较说：“书册之兴，所以记事述言，因其意以传之世者也。……盖古书之事，

昔日之事，而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23]报纸成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取各种信息的

主要来源，这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印刷出版事业与世界隔绝的封闭格局，也打破了中国传统

社会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和文化控制。上述比较可以为西方传播学学者对媒介分析的观点提

供例证，“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

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7](P256)“作为形态，作为媒介，书籍和报纸在各种媒介中似

乎是最不可调和的”。[7](P270)或者说“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

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24](P12) 

报纸之外，各种期刊也相继编辑出版。其中专业的学术刊物(包括科学期刊)的出现，促

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戈公振所评价的“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2

0](P217)。还有多种大众化的娱乐杂志和画报，例如，《点石斋画报》以石印技术，采用雅

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及时报道各种新闻时事、西学新知以及平民趣味，“因点石斋画报之

起，上海画报日趋繁多，然清末数十年，绝无能与之抗衡的”[25](P99)。而大量新式文学

期刊的出现，以及报刊连载小说形式与稿酬制度的建立，培养了职业的报人和作家，改变了

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的传播关系，促进了近代新文学的发展。一些出版社也同时经营多种

印刷媒介，如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辑出版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

《教育杂志》等杂志，与图书出版相互补充，扩大了经营规模和市场竞争优势。 

总之，图书、报纸和期刊，虽然都是印刷媒介，却各具特色。从一个出版机构的经营来

说，三者相互补充，整体运作，可以得到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古代出版机构不

可能具有的经营模式。从整个传播环境来说，三者有不同的读者定位(服务对象)，不同的编



辑知识信息的方式和出版时效，又相互补充，从而改变了印刷媒介的比例、分布和传播格

局。戴元光等人《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曾指出：“我们提出一个自认为很重要的观点：文化

的特征，主要决定于在该文化中，偏重使用某种或某些媒介的人的比例。”[26](P242)这一

观点可以借助近代编辑出版活动得到验证：多种印刷媒介并存的传播格局，特别是使用报刊

媒介的人口比例的增加，不仅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对普通大众的

日常生活方式、知识视野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一书的作者曾说

明，他“最初关注的事情，是探索传播媒介如何改变了上一个半世纪美国的环境。新的传播

媒介是如何影响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闲暇和消费的实质、社会化的进程，以及思想风

气?它们实际上为何对美国日常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27](前言)中国近代传播媒介的

变化同样有助于探讨这些有规律性的变化现象。而这对于认识当今中国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

激烈竞争又相互兼容的传播格局，考察不同媒介使用者的比例变化，及其对大众生活方式和

社会文化演进的影响，也是很有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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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Transformation and a Special Scene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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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boasts of a long history of edit and press activities， acc

umulating abundant documents and research fruits. Othe aspects of the press 

communication， copy technology， publication editing， social cultural con

struct， new media appearefrom the 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oci

al change. The thesis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it and press activit

iein China from her classical era to the later era， and finds out the basi

c rules emerged from the media evolvement and culturcommunication. These fi

ndings are of conferrable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arati

ve research of the new mediand the media out-of-date， and also the researc

h on the book history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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