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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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出版史 成果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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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出版社赶在会前出版了肖东发

的新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该书的源流篇对出版印刷起源的几个必要条件，如文

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出版的萌芽、早期的编辑活动及造纸术发明等问题，均加以考辨

并做出回答。雕版印刷一章 综合考证了东汉至隋唐之际与印刷术发明有关的文献与实

物，特别是近年来发现的文物，提出印刷术发明于隋唐之际，并初步理清了雕版印刷术在

7至9世纪的发展脉络，用史实反驳“韩国发明说”。活字印刷一章对中韩争议较大的金属

活字的发明问题也展开论述，提出我国宋代已有金属活字。流布篇对中国印刷术的外传，

包括东传朝鲜半岛、日本；西传西亚、北非、欧洲两条路线理出线索，最后对中国图书文

化的总体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对现代化的影响加以分析和论述。

 

二、中国出版史研究进展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出版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研究范围不断开拓，诸多空白得到填补。20世纪80年代以前可以说没有一部系统

完整的出版史论著，近十几年则出版了一批以出版史为名的通史性专著，这个飞跃是巨大

的。在其分支学科中，以往的成果以图书史为最多，印刷史次之，编辑史、翻译史、发行

史等论著几乎是空白。就是印刷史研究，也只讲图书的印刷，很少涉及其他方面。近年来

以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和张树栋、张耀昆编著的《中国印刷史简编》及张树栋等主编

的《中国印刷通史》为代表的印刷史著，不但讲印书，还有年画、纸币、报纸、期刊、纸

牌等，不仅包括印刷品，还有对印刷材料的研究，用大印刷史观开展研究，大大拓展了研

究领域，使印刷史概念更加完整。 

    近20年不仅编辑史、翻译史、出版史、发行史等空白得到填补，还出版了一大批关于

某一出版单位或某一编辑出版家的微观研究成果，如《文化书社 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

义的书刊发行机构》(1990)、《开明书店纪事》(1992)、《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1994)、《生活书店史稿》(1995)、《新华书店总店史(1951～1992)》(1996)，以及《韬

奋与出版》(1983)、《报人出版家陈翰伯》(1990)、《出版家黄洛峰》（1991）、《记胡

愈之》(1993)、《编辑出版家叶圣陶》(1994)、《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1994)等。这些

成果不仅丰富了出版史的分支研究，也反映了近年来研究的进展。 

    2．研究方法多有创新，内容体例各有所长。大部分论著教材都注意吸收考古界的新

发现和学术界的新成果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在研究角度上，各家也发挥了自己的专长。仅

以1990年出版的三部著作为例：一部是复旦大学姚福申著的《中国编辑史》，主干部分是

编辑思想的源流和演变。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超过同类型的编辑史稿，全书3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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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不少著名的编辑家及其作品，为中国几千年编辑事业梳理出一条脉络。第二部是南开

大学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该书以图书为中心，包括搜求、典藏、管

理、整理、编纂，还加上流通与利用，显然拓宽了传统图书史的研究领域。第三部是巴蜀

书社出版的李致忠的《历代刻书考述》。作者发挥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多年的优势，

以丰富的馆藏善本实物为基础，联系各个不同历史朝代的时代背景，综合了多年来自己辛

勤研究的成果，详细记述了中国刻书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达到了作者提出的两个目

的：一是深化了版本学的研究，二是给中国出版史研究积累了素材。 

    同样是中国出版史著作，宋原放、李白坚合著的《中国出版史》，采取了与以往的中

国书史、印刷史不同的写法，不追求描述若干历史现象，而是以文化发展为背景，对现有

的出版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考察，力图作宏观描述，重点放在勾勒 

出版史的发展线索，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别具一格。 

    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则是第一部把编辑史和出版史结合在一起的著作。

该书注意编辑活动与出版工作的结合，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重点研究历朝编纂机构和编

辑活动、著名编辑家及重要出版物，图书的生产过程、形式制度、贸易流通，包括书价、

早期版权、法规及出版管理制度等。全书按时代分期，每一时期按上述脉络加以叙述，纵

横有序，眉目清晰。由于是教材，各章之后列出思考题，便于学习掌握。 

    3．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提供多处发表阵地。以往的出版史研究成果以史料集和教科

书为多，近年来以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论著为主，同时涌现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此外，还有

大事记、回忆录、图录、照片集、影视片和大部头志书、工具书等。如《新华书店五十

年》(1987)就选收了1 200 幅照片， 形象地记录了该店成立50年的光荣历史。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1985)共10册，收唐代至清末的木刻画584幅，以

文学插图为主，题材极为广泛，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该书对中国古代印刷史研究有重要

参考价值，出版后受到国内外文化界人士赞誉，日本艺术研究会为此授予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功劳杯”。1987年秋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世界最佳图书博览会上，该书又荣获“世

界最美图书银牌奖”。同类成果还有上海美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关于版画研究的另一系列成果是学

苑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首都图书馆周心慧研究馆员的专著《中国古版画通史》及其

主编的10大册《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前者以时代为经，事例为纬，对中国古代版画艺

术的发端及源流递嬗，详加论述，依其刊刻地区、艺术流派、内容题材等分门别类、条分

缕析。引证数据宏富赅博，论证详明周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后者为基础，图录共

汇集古版画作品3 000幅，涉及各朝版本近2 000种，是一部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收录

最为完备、资料最为详明的古版画史图录类工具书。在此之前，他们还出版了《古本小说

版画图录》、《古本戏曲版画图录》、《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中国古典风景园林图

汇》、《古本戏曲十大名著版画全编》、《陈老莲木刻画》、《明代版画图释》等。在收

集、整理、选择、排序、撰写释文以及书前综述过程中都为自身研究及其他研究印刷史、

版画史的学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系统、全面、难得的资料。 

    工具书类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王肇文编的《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该

书从369种宋元善本中收录刊工共4 500人，分“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和“采用书版本简

介”两部分，对研究版本和古代印刷史颇具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由方厚枢、章尔扬编剧，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彩色科教影片

《书的故事》；1986年北京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联合摄制电视科教片

《中国古代书籍史》。两者都从古代结绳记事、文字的产生、甲骨文、简策、帛书讲到造

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前者共三集，还介绍了图书的印制过程及各种现代的书。20世纪90

年代中期，北京大学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150集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其中也有

《中国造纸术》、《雕版印刷》、《宋元善本》、《古代版画》等与中国书史、印刷史有

关的专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工作》(现改为《中国出版》)、《编辑之友》、《出版发

行研究》、《编辑学刊》、《出版科学》、《图书与情报》等数十种编辑出版学以及图书

馆学、文献学刊物陆续创刊，大都开辟了“出版史”或“书史书话”专栏。1982年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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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工作者协会专门创办了《出版史料》期刊，专门搜集、刊载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

“五四”运动至1949年间的出版史料，适当兼及古代和当代的重要资料。创刊十年后并入

《编辑学刊》，该刊对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的整理发掘做出了突出贡献。至于各省市为

配合出版志编写创办的丛刊、辑刊等更不胜枚举。2001年《出版史料》又由开明出版社恢

复出版，这对出版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还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书籍出版社、湖

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大象出版社克服各种困难，分别编辑出版了《中国出版

史料》的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和当代卷，挖掘出不少珍贵史料。 

    4．研究层次不断加深，纠正不少谬误成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各地编写新方志工

作，设立了“出版志”这一内容，通过征集整理出版史料，极大地推动了出版史的研究工

作，使其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展开。不少地区都感到现有史料极为丰富、涉及范围广、时

间跨度大，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出版志”所能容纳，需要把征集到

的大量史料分门别类加工整理成不同形式的成果传之于世。例如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

会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上，又编辑了一套《出版史志丛书》，包括《江苏刻

书》、《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江苏图书编辑史》、《江苏报刊编辑史》、《江苏图

书印刷史》、《江苏出版大事记(1949～1992)》、《江苏革命出版活动记事》、《江苏出

版人物》、《江苏出版机构》、《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

简史》、《江苏出版史(民国时期)学术讨论会文集》等十余部，他们还以市为卷，出版了

《江苏艺文志》。北京、天津、河北、浙江、湖南、云南等省也推出各种形式的系列成

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出版史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曹之《中国印

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

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代发明说”。该书

从造纸史、制笔史、制墨史、藏书史、目录学史、题壁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

史、佛教史、外交史、石刻史、赐书史、拓印史、装订史、货币史、文字演变史等方面加

以论述，分析了过去学术界的成绩和不足，指出其中某些论证不周和材料不实之处，纠正

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 

    关于造纸术发明的年代，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同见解，许多著作教材都根据近年来西汉

古纸的发现否定了东汉“蔡伦造纸”成说。其中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研

究员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所列最为详实。国家图书馆李致忠研究员在

《中国古代书籍史》中特别纠正了以往把经折装混同于梵夹装的谬误。 (ID: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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