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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肖东发 

摘 要: 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其研究成果之多、涉及

范围之广、研究探讨之深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并展望了今后研究发展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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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展望出版社在《编辑与出版丛书》中同时推出伍杰编著的《中国古代编辑家小

传》和丁景唐编著的《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前书在我国历史上从事编辑工作

卓有成效的名人中精选了100多位，以出生年代为序，编撰其传记。作者通过对这些编辑

家的一部或数部书籍的内容和编辑思想、方法的分析介绍，总结了他们在编辑工作中的主

要成就。后书记录了“五四”以来31位著名编辑家的编辑生涯。尽管后来学术界对古代编

辑的理解和孔子是不是编辑家等问题产生较大分歧和争论，但这两部书为研究我国从古至

今的编辑出版史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资料却是不容置疑的。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宏篇力作 64万言的《中国

印刷史》。该书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

明后， 迄清末近1 300 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有许多新鲜资

料和独到之处，被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有评论说，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体现在诸

多的“第一”上：第一次详细介绍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的状况；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中国

印刷史对世界各国的影响；第一次系统地将太平天国印刷事业摆进中国印刷史中；第一次

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作为印刷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机地糅合在历代的印刷事

业中；第一次将钱钞、茶盐行、纸牌、版画、年画等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印刷品正式列入

印刷史，并重 

视运用这些实物资料来考察历代的印刷事业。该书在重视学术性的同时，注重传授较系统

的专业实用知识，如各朝代版本优劣及特色，均设专节阐述，对今人鉴别历代版本有重要

参考意义。此前作者还出版了一部《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论文集》，由于他半个世纪以来都

致力于中国印刷史研究，取得了中外瞩目的成就，所以在此书尚未正式出版之前的1988年

就以初校样荣获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评审颁发的第一届“毕昇奖”和“森泽信夫印刷

奖”。 

    1990年至1997年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壮大时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史研 

究是成长阶段，那么，90年代就是进一步壮大时期。其成果甚多,只能列其要目, 

作简要介绍。 

    以中国出版史为名的通史性专著就有五部：《中国出版史》,宋原放、李白坚合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学林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出版史》，张煜明编著，武汉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出版史话》，方厚枢著，

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编辑出版史》，肖东发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

版。 

    专题性论著有几个热点：编辑史研究著作有《中国编辑史》 ， 姚福申著，复旦大学

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靳青万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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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史著作有《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黎难秋著，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发行史研究成果有《中国图书发行简史与发行刍议》， 吴柏龄著，黄山书社1991年

出版；《中国图书发行的昨天与今天》，汪轶千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

《发行家列传》（1～4卷），中宣部出版局组织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4卷)1990～1994

年出版。 

    印刷史著作有《中国印刷史简编》，张树栋、张耀昆编著，百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古代印刷史》，罗树宝编著，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印刷术的起

源》，曹之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近代印刷史(初稿)》，范慕韩主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出版。值得提及的是1993年12月、1996年6月、1997年6月，中国印

刷博物馆在奠基、落成开馆和开馆一周年之际，连续召开三次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发

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和中国印刷博物馆结集出版。 

    断代史研究以此前最薄弱的近代现代出版史研究成果最多，连续结成三部论文集：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中国书籍出版

社1990年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

纂组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出版科学

研究所科研办公室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还有一部巨著就是《当代中国的出版

事业》，王子野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 

    地区性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各地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史志，形成系列成果，如北京出版

社于1993年12月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至2000年8月已出版15辑。百花文艺出

版社也出版了由孙五川等主编的《天津出版史料》辑刊。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

会组织编辑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中国共产党晋

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明清两朝直隶书籍梓行录》、《河北古今编著人物小

传》、《河北古今书目》、《河北编著出版记事(春秋―民国)》及《河北省出版大事记

(1949～1990)》。山东、湖北、湖南、辽宁、四川、云南等省在省志中也出版了出版志。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与出版史有关的图书文化的

成果：《中国图书》，肖东发著，新华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书文化要览(古代部

分)》，施金炎编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书文化大观》， 李广宇编著，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图书论集》，程焕文编，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

《中国图书文化导论》，程焕文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还有两部1998年后的新

著：《中外图书交流史》，彭斐章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国古代图书流

通史》，李瑞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98年至今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丰收时期。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几年中，中国出版史研

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进一步走向成熟，并结出累累硕果。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数量之多、

涉及范围之广、研究探讨之深都是空前的。 

    1998年王余光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研究生教材《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1999

年曹之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籍编撰史》；同年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20世纪

中国出版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吴相著的《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等。2000年出版的有

《中国图书发行史》，郑士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来新

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期刊发展史》，宋应离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

版；《中国报业史话》，朱锦翔、吕凌柯著，大象出版社出版；《明代出版史稿》，缪咏

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前后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印刷史。20世纪末印

刷史的成果有近十部之多。首推《中国印刷通史》，全书共130余万字，纵贯上下几千

年，横跨中华各民族，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印刷通史。这部书是 中国印刷研究所的

张树栋与庞多益、郑如斯等专家运用大印刷史观完成的，1998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

1999年在北京出版了简体字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李兴才为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做

了清晰的解释，简言之，就是研究印刷史应放大视野，开阔胸怀，从全局的、整体的、全

程的、全方位的角度进行。不可仅谈印书史而不谈印刷史，不可仅谈雕版印刷史而不谈孔

版及活字印刷史，不可仅谈印在纸上的印刷史而不谈印在其他材料上的印刷史，不可仅谈

刷印方式的印刷史而不谈拍、打、压、刮等方式的印刷史，不可仅谈有了印刷品后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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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而不谈出现印刷品以前的印刷和过程，不可仅谈印刷术而不谈影响印刷术发明的其他因

素（如社会、文化、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等）。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和赞

许。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研究员用力最勤，五年内推出三部力作，一部是

1997年出版的《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一部是1998年出版的《中国科学

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二书均为科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一部是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三书都利用了最新考古发掘资料，通过对出土文物

的检验、传统工艺的调查研究和中外文献的考证，系统论述中国造纸、雕版印刷和活字技

术的发展以及向外传播的历史。三书都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和战斗力，而且资料丰富、

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反映了国内科技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了冯鹏生先生的《中国木版水印概说》。该书填补了

套版印刷研究的空白，不仅梳理了木版水印发展的脉络，用史料印证了套印术发明于宋

辽，而且引证隋大业三年（607年）《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隋代

提出有力证据，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 

    进入2000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两位研究员出版

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早期传播》，首次刊布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印

刷品的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包括西夏文、回鹘文、汉文的俗世文书、典册和宗

教经典等，出土于我国黑水城、吐鲁番、敦煌、贺兰山、灵武、武威等地。西夏文专家史

金波多次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查阅1907年俄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西佛塔中发现

的西夏文献。他根据印刷品的字形、墨色、版式、题款等发现了十多件活字印刷品。20世

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敦煌发现一桶木活字实物。回鹘文突厥文专家雅森·吾守尔专程

赴法国巴黎，寻找这批活字的下落，最后在巴黎吉美博物馆文物仓库见到了这些具有800

年历史的回鹘文木活字，并对这些活字印文的内容加以解读，对其形制、材料、制作法和

类别逐项研究，结果发现这些活字与中原汉字活字和西夏文活字不同，不都以字（词）为

单位，回鹘文活字有以音节、语音为单位的，是介于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和以汉字活字之间

的中介类型活字，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不仅对活字印刷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

对探讨活字印刷技术及其思想的演变，以及从中国西传的途径和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

值。至于活字印刷术通过什么渠道传入西夏、回鹘等地，作者也给我们勾勒出一个较为清

晰的脉络和时间表。 

    2000年11月，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李致忠著的《古代版印通论》。该书是《中国考古

文物通论丛书》之一。开篇即从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历史时代四方面论述了

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在“唐代的版印概况”一章，又从武周崇佛、密教传华、尼经之译、

尼经之刻、尼经传新五方面对《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译刻详加考辨。在按朝代论述版

印概况后，又设专章论述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ID: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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