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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美因兹市的中心广场，矗立着约翰内斯.谷登堡（约1390年—1468年2月3日）的高大铜铸雕

像，以纪念他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距广场不远的国家印刷博物馆里，陈列着谷登堡发明

的印刷机，在完全恢复当时状况的作坊里，身着中世纪服装，围着皮制围裙的工匠为参观者实际操作

由榨油机改装的印刷机，并用熔化的金属和手动冲压字模当即浇铸出铅字来。当我——作为访问学者

在美国兹进修——离开美国兹时，一位德国朋友送给我一页当年谷登堡印制的《42行圣经》的复制

品，用一个精美的纸筒装起来，作为纪念品。谷登堡的印刷术，是德国美因兹市的象征和骄傲。  

谷登堡的印刷术被公认为是15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一技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没有重大改变，在

500年间，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作为一个传播学的研究

者，我却不能不想到，一刷术和造纸、火药、指南针并列，是中国人素以自豪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

明，为什么在美因兹看来，是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即使退一步说，是谷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

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的毕升在1041年—早在谷登堡之前400年——就发明了胶泥制成的活字，第

一个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就是中国的王桢（约1313年）。为什么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但真正现代意义

上的印刷术发生在美国兹？从技术上看，中国的印刷术和谷登堡的印刷术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印刷术

在中国没有带来如同谷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带来的社会变革？印刷算是一种技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它又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形成需要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仅从时间顺序上研究这一技术的发明和

应用，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印刷术之成为第一个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形成的强大杠

杆——来探讨这一技术发明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中国的印刷术  

我们先看看的印刷术。  

中国印刷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出现的印章和公元2世纪东汉时出现的碑拓。印

章和碑拓是雕版印刷术的前身。顺着这条思路，印刷术的影子甚至可以追溯到我们祖先四五千年前制

造的印纹陶器，那时人们就采用压印的方法，在陶器上印制水波纹、几何纹、席纹和绳纹。最初的印

章是在捆扎手写简牍的绳结上抹一块泥，在泥上印章，作为封口的标记。印章上刻反写的凹字，印泥

上则呈现凸出的字迹，称为阴文印章。公元1世纪，随着纸的发明和使用，出现了阳文印章，在印章

上把字以外的部分刻掉，在纸上印出深色的字迹。最初的印章比较小，往往只有几个字，到东晋时，

出现了有120个字的大印章。  

和印章一样，石刻的拓印是中国印刷术诞生的另一个基因。我国公元前几百年就有了石刻，到公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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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汉灵帝开始大规模的在石碑上刻经书，随着出现了用纸从石碑上拓印的技术。人们把浸过水的

纸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让纸紧贴石刻，有字迹的地方凹进去，在纸上刷墨，凹进去的字迹不能着

墨，就形成了黑底白字的拓片。  

大约是公元6世纪，印章和拓印的方法被结合起来。印章太大，压印不易均匀，把它反过来，用拓印

的方法。在印章上涂墨，然后铺纸，在纸上加压，印出的字迹就清楚了。这样，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

发明之一的印刷术——雕刻印刷术诞生了。现在世界上保存的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敦

煌藏经洞发现的公元868年的《金刚经》。这部《金刚经》为卷子本，字迹清晰，图案精美，表明我

国早期的雕版印刷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是1900年被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骗

购去的。  

雕版印刷术在中国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古老的东方文明，不是一下子，而是在千百年的

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为雕版印刷术的形成准备好各种条件，以至很难说清，雕版印刷术是何时发明的。

公元587年，隋文帝开始设科取士，一改世袭的士族世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不管是贵族还是

平民，通过科举就可以作官，这种开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读书的热情。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

善，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大为增加，雕版印刷术被广泛应用。而与此同时的欧洲，直到13世纪中国的雕

版印刷术流入之前，还步步知道印刷为何物，人们用鹅毛在山羊或绵羊皮上——后来用中国发明的

纸——手抄书籍，直到15世纪中叶，一直没有改变。  

在美因兹市的印刷博物馆里，陈列着公元868年《金刚经》的复制品和其它中国古老精美的雕版印刷

品，他们承认，雕版印刷术是中国的发明。但是，西方印刷术的概念，通常指的是活字印刷，现存世

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是谷登堡1453年印制的《圣经》。在19世纪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反流进中国之

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雕版印刷，中国的活字印刷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北宋的毕升在1041—1048年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毕生的方法是：用

胶泥制成铜钱厚的单字，在火中烧硬，把字逐个排在一块铁板上，字下放一层松脂和纸灰，在火上烘

烤，蜡稍融时，再用一块铁板在上面压，使字面平整，铁板冷却后，在板上刷墨铺纸印刷。遗憾的

是，用这种方法印刷的书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印过什么也没有记载。13世纪末，1298年，元朝的桢

用木活字印出6万字的安徽旌德县县志，王桢不仅制作了6万个木活字，而且把造字的方法和印刷过程

详细记载下来，写了《造活字印刷法》一书。在木活字之后，中国出现了金属活字。大约13世纪，有

人用锡活字印刷，但锡较软，又不受墨，不易印刷。15世纪初，1403年，朝鲜出现了铜活字。15世纪

末，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之后50年，明代的华燧也开始用铜活字印刷。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载，中国的铜活字是铸的还是雕刻的很难肯定。著名的清朝内府铜字据中外学者考证是雕刻的。从现

在的存的铜活字印本看，字体不规则，同一个字字体也不一样，很有可能是雕刻的，即使是铸造的，

也很粗糙，需经手工修整才能使用。由于制作的困难和价格的昂贵，明代以后，用铜活字印刷就很稀

少了。大约16世纪初，江苏一带还出现过铅活字，但没有流行开来，所印书籍文献也没有记载。从保

存下来的活字印本看，中国的活字印刷以木活字印刷为主。  

活字印刷术在宋代出现不是偶然的。宋初的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文化需要不断增长，不仅书籍的需求

量增大，书籍的品种也不断增加，每次印书必需另行雕版，费时费力，这使人开始寻找一种更便利更

经济的方法。  

北宋后期，公元1064—1067年，中国出现了民间经营出售的印刷小报。据黄卓明先生考证，这是中国

古代史，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早的印刷报纸。这种小报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史料没有记载，但

从这种小报的内容和发行周期看，有可能是活字印刷的。据《宋会要辑稿》载，英宗治平三年（公元

1066年）闰十一月，监察御使张戬奏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

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迄下开封府严行根捉意、雕、卖之人行遣。”这里所说“意、雕、卖之

人”指撰写、雕刻和出售小报的人，所说的雕，是雕板还是雕活字，并不清楚。当时的雕版，是用梨

木或枣木制版，在版上刻反字。雕版刻成后，可以保存起来，以备今后辅音。这种小报登载的内容，

主要是由进奏院泄露出来的邸报没有登载的事，如皇帝的谕旨诏令和朝廷大臣的奏议、章蔬等，以及



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之类的消息。这样的内容，是否有制版保存的必要？何况这种小报的

出版周期也较短。稍后的北宋末年，据《靖康要录》卷十五载：“凌晨有卖朝报者，并所在各有大榜

揭于通衢，云金人许推择赵氏贤者。”如果说这里所说的“凌晨有卖朝报者”还没有说清是否每天凌

晨都出售报纸，到宋绍熙四年（公元1177年），就有明确记载的每天发行的小报了。据《宋会要稿.

刑法二下》记载，绍熙四年十月四日臣僚言：“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廷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

气未曾实行之事。……访问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按：衙门杂役）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

院之泄露，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选，日书一纸。”这类小报有的是手抄的，有的是印

刷的。这样短的出版周期，刻制雕版比较困难，采用活字印刷是较为合适的。有明确记载的使用活字

印刷报纸的时间为明末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

甥书》中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写本。”请袁恬《书隐丛说》

卷十三载：“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而搅合之，

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近日邸报，往往用活版配印，以便屡印屡换

乃出于不得已。”在明末，只在封建官邸内部传阅的邸报也开始用木活字印刷了。  

到清朝末年，木活字印刷已相当普遍，印本种类很多，尽管如此，中国的印刷始终是以雕版印刷为

主，活字印刷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汉字是表意象形文字，制作一套汉文活字大约要有4万个汉

字，加上常用字多刻，数量就相当可观。雕刻这样多的木活字，成本已很高，雕刻坚硬的金属活字，

成本就更高了，清内府铜字，每刻一字工钱是二分五厘，比刻木活字贵几十倍。中国人没有找到一种

适宜浇铸活字的金属合金，像谷登堡所使用的那样，即便使用这样的合金，活字字模的制造也使人望

而却步。活字印刷只有当书的印数达到相当数量，才能显示出优越性，中国的封建文化虽然很发达，

但由于封建制度的限制，读书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往往是一次性的要求大量的

复本，而是在长时间里经常的少量的需求。一次印多了，就会积压，印得少，造字排板的成本就太

高，不如雕版可以保存，随时按需要印刷方便。  

一直到19世纪初——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了400年之后，现代活字印刷术才由欧洲传入我国。1590年，

曾经有外国传教士把拉丁文铅字带入我国，印刷了《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一书，这是我国境内用谷

登堡印刷术印刷的最早的书。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著作，不仅汉文，就是拉丁文也制雕版印

刷。1819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制作了第一套汉文铅字，用汉文印刷了《圣经》。马礼逊的这一套汉

字是在马六甲铸造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允许他在中国境内制造汉字金属活字。到19世纪50年

代，用谷登堡印刷术印刷的第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诞生了。1867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江南

制造总局，内设译书处和印书处，开始翻译和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民间经营的印刷厂

和印书馆也相继出现。谷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带来的那种效应400年后在中国也发生了。  

纵观历史，印刷术，包括活字印刷术，是中国最早发明的。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中国在历史

上曾居于世界文化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出现以后，虽然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但作为一种方法，在世界发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从15世纪中叶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印刷文明时代，那么这个文明的曙光，最早是闪现

在中国的。  

谷登堡的印刷术  

谷登堡的金属活字是浇铸的，铸造活字的合金由千、锑、铝和锡组成。合金以铅为主，取其熔点低、

凝点高，锡可以增加合金熔液的流动性，便于浇铸，锑则可以增加合金的硬度，使字迹清晰。把合金

熔液浇入字模盒，放在手动冲压器内冲压，就形成了性能良好的金属活字。谷登堡金属活字的合金，

反映了当时欧洲金属冶炼技术的成就。谷登堡还发明了印刷机。德国的美因兹盛产葡萄，制酒业也在

全世界名闻遐迩。谷登堡把一台压葡萄的扎制及改装成印刷机，用长柄转动木螺杆，朝下向平放在木

制板台上的活字版上的纸张加压。印刷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中国的印刷，不管

是雕板还是活字，在谷登堡印刷术进入中国之前都是手工操作的。  

谷登堡印刷术需要的纸，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普及了。大约11世纪纸从中国流入欧洲，在此之前，欧洲



使用山羊皮或绵羊皮制成的羊皮纸。欧洲的第一个造纸厂建于意大利，时间是1276年，德国则在1391

年建立了造纸厂。  

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使用的音节字母文字，只要几十个印刷好就可以

排印书籍，和中国汉字相比，它省去了数量巨大的字模的制造，在拣字排版上也容易得多，这为印刷

术的应用和推广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谷登堡印刷的第一本书是《圣经》，使用拉丁文，每页42行，所以也被称为《42行圣经》或《谷登堡

圣经》、第一次印了200套，哄动一时。这部《圣经》是西方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书籍，也是世界上

现存的最早的活字印刷品。中国虽然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在此之前，却没有一本活字印刷的

书籍保存下来。  

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无疑也受到我国印刷术的影响。13世纪，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已从波斯传入欧

洲，当时在欧洲出现了雕版印刷的纸牌和纸币，后来还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圣象。虽然没有文献记载和

实物证明，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但有关的技术通过文字或口传有可能传到欧洲。谷登堡是否受过此

类技术的启发，无从考证，但从技术上的相似点看，应当说谷登堡最终完成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其

中某些重要的部分，如用机械方法制造活字，活字所使用的合金和印刷机，则属于谷登堡的独立发

明。  

谷登堡的印刷作坊并没有经营多久，由于合伙人拆伙，谷登堡败诉，他的印刷机不久就被拉走抵债

了。1463年2月3日，谷登堡病死于美因兹。谷登堡的印刷所虽然倒闭了，他的发明却迅速流行开来，

1465年，谷登堡印刷术传到意大利，1470年，传到法国，1476年，传到英国、到15世纪末，欧洲有

200多个都市开设了印刷所，几乎所有的大都市都成立了印刷工人的行会，欧洲各地都有印刷机在工

作了。  

大众传播的诞生  

谷登堡的印刷术从技术上看是质朴的、简单的，但是在人类信息传播史上，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机器进入了人类信息传播的过程。人类复制和分享信息的能力极大地扩大

了，传播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谷登堡印刷术作为这种扩大了的传播的物质媒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

一个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进行大众传播的物质技术手段。大众传播一般被定义为：由职

业传播者通过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信息，以影响人数众多、成分多样的受众。谷登

堡的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是书籍，然后是报纸、杂志，在从那时到现在的500年间，成为人类社会

最主要的大众传播方式。  

和中国的印刷术不同，谷登堡的印刷术一经发明，立即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开来，20年间就传遍了欧

洲。15世纪末，欧洲大约有3万种，2000多万册书籍被印刷发行，印刷种类也从宗教文件扩大到自然

科学、哲学、文学和教科书，讯数广泛地传播了新的信息和长期被垄断的知识。在谷登堡印刷术出现

之前，欧洲的大部分书籍是用拉丁文写的，1人1天只能抄写2—4页，书籍极为珍贵，数量也很少。中

国由于较早地发明了雕版印刷，书籍的使用要比那时的欧洲多得多，这也是历史上中国长期居于世界

文化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但是，雕版印刷的技术也限制了书籍的发行，印一页书，雕一块版，一部

书往往要若干刻工刻几年，雕版的保存也需要很大的空间。书的印数不多，价格洋鬼，多为皇宫和达

官贵人所珍藏，一般人是难以问津的。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使书籍得以大量印刷，许多原来由拉丁

文书写的书籍，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通过书籍接触到科学、哲学，宗教和

文学。欧洲的拼音文字，是根据音节拼写的，在说和写上较为接近，和中国繁难的象形文字比起来，

阅读能力的形成要容易得多。随着书籍的增多，教育的普及，阅读迅速地成为大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方

式。书籍成为人人可以分享文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书籍的出版周围比较长，这是它的弱点。但是书籍

可以系统而透彻地展示复杂的知识和问题，在发展文化和保存文化遗产方面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从古

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到现在，书籍始终是最受人们尊重的大众传播媒介。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周期短，批量大的印刷成为可能，先是出现了周期较短的期刊，很快就出现了

现代意义上的报纸。  

著名的新闻史学加埃德温、埃默里给现代意义的报纸下的定义是：1.至少是每周出版；2.机器印刷；

3.价格便宜，为各界层的人都买得起；4.刊登普遍感兴趣的新闻而不是宗教或商业之类的专题消息；

5.普通文化水平的人都能懂；6.内容的纪实性；7.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这条定义的第一、二、三条都

直接取决于印刷媒介的技术水平，其它几条也或多或少间接地依赖于这一技术与物质的前提。  

1609年，每周出版的印刷的《报道与新闻报》在德国奥格斯堡定期发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周报。德

国是当时印刷业最发达的国家，继《报道与新闻报》之后，德国各大城市先后出现了印刷的周报，科

隆1610年，法兰克福1615年，柏林1617年，汉堡1618年。英国1622年，法国1631年，美国1690年，

也相继出现了周报。1660年，世界上第一个日报，德国的《战时与国际贸易动态报》在莱比锡创刊，

英国的第一个日报《每日新闻》1702年创刊，法国的第一个日报《巴黎新闻》也于1777年问世。报纸

的发行量大大增长，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1680年发行量已达到每天1500份。  

1811年，德国的F.柯尼希发明了第一台间歇滚筒式印刷机，以蒸气为动力，使印刷效率大为提高。手

动式印刷机1小时最多印单面报纸250份，新式印刷机每小时印数达1100份。1827年问世的四滚筒印刷

机，可同时两面印，每小时达5000份，1865年，美国的W，布洛克制造的卷筒纸轮转印刷机，每小时

可印，2000张报纸。印刷技术的进步，对印刷媒介的直接影响就是廉价报纸的出现。廉价报纸最早出

现在法国。在早期的几家廉价报纸中，本杰明1833年创办的《太阳报》最为成功，本杰明自己开设印

刷所，他办报的最初动机是为自己的印刷厂增添印刷业务。报纸价格降到一分钱一份，到第四年时，

《太阳报》每天发行达3万份。纽约和布鲁克林两城，人口30万，廉价报纸的日发行量为7万份，大街

小巷、旅馆、酒店、银行、商店都可以看到报纸，几乎没个看门人和马车夫手中都有一份报纸。英国

1855年创刊的《每日电讯信使报》一便士一份，创刊4个月，发行量达到每天2.7万份。德国的廉价报

纸是1871年创办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势很猛，到1913年，《柏林晨邮报》日发行量已达40万份。尽

管报价低廉，报纸还是有利可图，法国的《新闻报》1844年利润为18.3万法郎，除了刊登广告的原因

外，印刷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印刷速度的大大提高是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印刷机的飞速运转，印刷媒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熟了，由书籍到期刊，由周报到日报，由

高价报纸到廉价报纸，大众传播的序幕历史地拉开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它机构发表的统计数

字估算：当今全世界共发行近6万种报纸，总发行量约5亿份，其中日报达8000种左右，读者人数大约

为发行量的3—4倍。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作为最早发明印刷术和最早出现印刷报纸的国家，在大

众传播的诞生中没有担任主要的角色。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微乎其微，社会的信息交流缺乏内在动力，在封建专职统治下，人民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虽然在

唐朝就出现了邸报，但只限于封建政府内部传阅，后来有了印刷的民办报纸，但从根本性质上说，还

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封建经济的需要，信息传播的规模，始终限制在封建制度狭小和封

闭的空间内。谷登堡印刷术发明时的欧洲，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

度内部逐渐形成，文化上也开始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新的传播媒介一经出现，立即就

成为社会新生力量生存，求发展的有力工具，传播范围迅速扩大，传播速度日益加快，成为现代社会

形成的强大推动力。  

传播媒介与社会  

哲学家培根在1620年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第一

项之于文献，第二项之于战争，第三项之于航海，随着而来的是无以数计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人类活动中，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都不如这些机械的发现更具有力量，更具有影

响。”  

恩格斯在1840年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咏印刷术的发明》  

你是启蒙这，  

你是崇高的天神，现在应该得到赞扬和荣誉，  

不朽的神，  

你为赞扬和光荣而高兴吧！  

大自然仿佛是通过你表明，  

它还蕴藏着多么神气的力量。  

马克思在1861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则把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

明。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级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

为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的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的最强大的杠

杆。”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谷登堡的印刷术首先推动了德国的宗教改革。《圣经》的印刷，使越来越多的

人可以亲自研究《圣经》，这就打破了天主教士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在此之前，官方天主教认

为，信徒无权阅读和解释《圣经》，也无权决定自己的信仰，只有教皇可以解释《圣经》，教皇和宗

教大会决定人们的信仰。信徒可以读《圣经》，教士就不再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了，德国宗教改革

领袖马丁.路德公开宣布，信徒可以而且必须根据理性理解《圣经》，并用《圣经》上的话来反驳罗

马教廷的教义。宗教改革的锋芒所向，在于中世纪神权的黑暗，那时的罗马天主教会凌驾于世俗权力

之上，对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实行绝对的一元统治，征收名目繁多的教会捐税，并大量

出售赎罪卷，横征暴敛。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诉诸人的理性，极大地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使

贵族的宗教变成了平民的宗教。他的理性的批判的精神，成为近代德国哲学——莱布尼茨、康德、费

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的直接渊源，也成为欧洲整个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渊源。在

宗教改革中，路德非常重视传播的作用，为了使更多的人能研读《圣经》，他把《圣经》从希伯来文

译成德文，使用阅读能力的人都能亲自阅读和理解《圣经》。路德的德译本《圣经》语言规范优美，

使当时还有四分五裂的德国有了一种语言上的统一。他还倡导把圣经》译成各种方言，如高地德语和

低地德语，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从1522年到1546年，《圣经》和《圣经摘录》被印刷和翻印了400

多次。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独立宣言的路德的宗教论著《致德意志基督公开信》发表于1520年8月10

日，到8月18日，4000本印刷的小册子就传遍全德各地。可以想见，活字印刷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成

为最现实的推动力，如果没有《圣经》的普及，没有新教思想的传播，就没有宗教改革。  

15、16世纪是欧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德国人称之为宗教改革，

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意大利人称之为五百年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

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和麦

哲伦在地理上的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创造发明，这些科学上的新发现在人们眼前展开

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繁荣离不开信息的传播，任何一个孤陋寡闻的人都不会单

独地完成任何一种科学发现，他只能在分享别人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而这一十七大幅度增

长的信息传播——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普及——则是谷登堡印刷术这个物质媒介带来的。1474年，距

活字印刷术发明仅30年，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活字印刷版就发行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在他生前就有了活字印刷版，他是抚摸着他的著作的印刷本去世的。印刷媒介使千百万人分享了他们

的成就。而这些基础科学理论是各种科学研究的基础。教科书的印刷，扩大了教育的规模，教育规模

的扩大，又反过来推动印刷业的发展。任何社会变革首先是人本身的改变，思想的该六和文化的普

及，创造了具有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以及新目标的新人，他们必然要求并创造出新的时代。  



印刷媒介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形成的推动作用从社会对它的反作用中看得更清楚。信息越是大量、自

由地流动，文化和政治的垄断就越困难。印刷机的出现，使“危险思想”的传播变得对统治阶级更加

危险了。在欧洲的封建统治者看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思想是异端邪说，必须禁止其发表，而更为

彻底的办法是，禁止或控制印刷机的使用。以英国为例。英国国王享利八世（1509—1547）在1529

年——距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不到80年——就公布了第一个禁书法案。到1586年，英国颁布了星法院管

制出版的条例，这一条例成为以后上百年间出版管制的范本。条例的内容为：1.全体印刷商的印刷机

必须在“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登记。  

2.伦敦市外，除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外，禁止印刷。  

3.除非教会同意，不再允许新的出版商登记。  

4.特许制的各项规定。  

5.非法印刷书籍的惩罚。  

6.7.皇家特许出版公司有权搜查和没收非法的印刷品与秘密印刷机。  

9.印刷商的学徒不得超过3人。  

9.牛津大学和较桥大学的印刷商各限有1名学徒。  

不仅仅是对传播的内容，而且是对传播方式本身的限禁，显示出封建统治者的历史反动行，也显示出

传播方式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传播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在印刷媒介

的发展中，也可以说在和封建统治者倒行逆施的斗争中，闪烁着一长关光辉的名字：弥尔顿、李尔

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萨弥尔.亚当斯、托马斯.潘恩、伏尔泰、孟德思鸠、卢梭、

狄德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途径，指出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

之一。列宁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

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争取

出版自由的斗争和压制出版自由的斗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专职的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用传播

学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传播与反传播的斗争。一定的传播方式，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

传播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作为人类基本活动方式之一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会停止

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它总是在不断地发展，而且是以一种不断加快的速度在发展。回顾人类的信息

传播：从语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几千年；从印刷到电影和广播，400年；从第一次试

验电视到从月球播回实况电视，50年。如果把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到现在的发展凝缩为一天，那么大

众传播媒介是在这一天的最后一秒钟才诞生的，但就在这一秒钟里，不仅印刷品已到达地球上的每一

个角落，新的、传播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的传播媒介——电子传播媒介——又出现了。  

载于《新文学论集》第1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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