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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印刷通史•绪论》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印刷史文选》 作者：李兴才 

摘要

我中华民族，举世公认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民族。印刷术的发明，是数千年经验

的累积，千百人智慧的结晶，逐渐演进综合的结果。以往虽有印刷史的专著和论文凡

数百种，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一部印刷通史。今两岸同好集体合作，上溯自新

石器时代起，直到当代止，纵贯历史五千年，横跨中华各民族，以印刷科技的孕育发

展为主线，按照大印刷史观来撰写中华民族印刷科技从古至今发展的历史，全书一百

三十余万言，乃中华民族第一部印刷通史，名为《中华印刷通史》，本文为其绪论简

介。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By S.T.Lee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 was well-recognized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inventor 

of the printing technique. The invention of the printing technology was 

evoluted from the aggegation of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the Chinese 

ascentors through the thousand years. Until now, there wasn,t a book to 

describ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wholly. The scholars from 

Mainland and Taiwan collaborage with their efforts to write this book. The 

coverage of this book begins with neo–stone age to the comtempory age, 

across all the regions and people from every dynesty in china. The 

structure of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embed of printing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history. This book contains more than one million 

words and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present 

paper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book. 

一、前 言

印刷，乃复制术之一分科。我中华民族祖先，创用雕版印刷、孔版漏印、活字版

印刷术最早，惟囿于人为因素，如印刷术的起源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等问题，在

此以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尤以至今未见有人着过印刷通史，致对印刷史难窥全

貌，实为莫大遗憾。

以发展印刷传播为宗旨的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自1995年初创立之

后,全体董事与大陆多位学者专家同好合作，自大印刷史观出发，共同撰述关于中华

民族印刷术从起源、萌芽、雏型、完善到当代现况的全部发展历史，希望能对宏扬中

华文化、发展印刷传播的工作，克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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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无印刷通史

本书是中华民族第一部印刷通史。

中华民族在古代重要发明之中，以印刷术对促进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影响

也最为深远。西文有句名言：“印刷为进步之母！”（Printing, the mother of 

progress!）国父孙中山先生也在《实业计划》中指出：“据近世文明言， 生活之物

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也。”“印刷工业为近世社会之一种需

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因为印刷蓄积人类知识、印刷推动人类进步、印刷广播人

类文化、印刷美化人类生活。人类文化益进步，对印刷的发展需要益迫切。一个国家

民族的强弱文野、教育高低、生活良窳、学术兴衰、经济荣枯等等，以其印刷术之发

达与否作为衡量指标，最具象征意义。

我中华民族，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民族，举世公认；而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源

远流长，是数千年经验的累积、千百人智慧的结晶、逐渐演进综合的结果。自宋代以

来，虽然有不少中外的史学专家，著作了印刷史有关的专书和论文凡数百种，但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从源头到现代，全面而有系统叙述我中华民族印刷术

发展的印刷通史。

在五百多种有关我中华印刷史的著作中，属通论类的专著近五十种，但比较全面

叙述印刷史的，寥寥可数。现在简介其中最负盛名的经典代表名作三部如下：

（一）列为世界名著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ord），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教授

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在他逝世的1925年出版问世之作，是第一

部较有系统论述中国印刷史的专书，虽搜集的资料不很齐全，引用资料偶有欠妥之

处，但在当 时，已属 空前名作。后于1995年，又由美国汉学家古德瑞博士

(L.Carriton Goodrich)加以增修订正，全书共四篇二十四章，约二十万言，分述背

景、雕版印刷、向西流传、活字版。由于其后有很多考古新发现的物证，该书内容，

已嫌简略陈旧。

（二）《纸和印刷》，是美籍华人钱存训博士应英国李约瑟博士之邀,为名著《中

国科学技术史》所撰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版于1984年，属国际学术名著，全书三十万

言，共分为十章。首章绪论，次三章为纸的演变、技术、用途。另三章为印刷的起

源、技术、美术。后三章为纸与印刷术的外传和贡献。上自有文字记载，下至十九世

纪末的手工业时代结束为止，论造纸与印刷的内容，各占一半，其中关于印刷的部

分，侧重印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层面的分析，属于印刷文化史的范

畴。

（三）《中国印刷史》，是由中国人著作和出版的一部印刷史，也是空前的印刷

史巨著。作者张秀民先生，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以数十年研究心得，著作了这部洋

洋六十多万言的中国印刷史书，内容分为四章，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活字印

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到中国印刷术对各国的影

响止，外加附录。在1987年就连连获得国家级的大奖，1989年才出版问世。正如钱存

训博士在该书序文中所言，“这部书的内容广泛，体大思精，洋洋数十万言，包罗了

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的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

书地点、刻书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

是迄今所见到的一部最完备而有系统的综合之作。”可见，这部书是论述自唐初到清

末（公元636-1909年）近一千三百年间的中国印书史，所以主张：雕版印刷术发明于

唐初贞观十年。对于唐朝以前的印刷史和清末以来的近代和当代印刷史，均未见着

墨。



这部《中华印刷通史》则上溯自新石器时代，下迄于现代，纵贯历史五千余年，

从印刷科技相关各源头，如手工刻划于洞壁和器物的符号图案、印文陶、甲、骨、

金、石雕刻、文字的产生等开始，皆以印刷科技发展立场，始终围绕此一主线，如实

记述印刷术孕育与发展的全部过程，包括现代最新的印刷尖端科技发展概况在内，至

当代止。冀能为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华民族，却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部印刷通史的缺

憾，填补此一大空白。

三、释大印刷史观

本书是按“大印刷史观”撰写的印刷科技通史，故对于“大印刷史观”，有先加

以解释的必要。“大印刷”，是最近几年新兴的名词。有人以为，以往并无“小印

刷”之名，现在何来“大印刷”？其实，如果比照大宇宙（Macrocosm）与“小宇宙

（Microcosm）”、“大历史（Macrohistory）”与“小历史(Microhistory)”、

“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与“微观经济（Microeconomic）”等的已有名词，

则“大印刷（Macroprinting）”不应视为标新立异。这“大”与“小”之别，正好

就像“宏观”与“微观”一样，表示观察事物的范围，有“大”“小”不同而已。社

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会有人否认是在严密的调控之下实施的，但在“宏观调控”之

前，未见有人指出计划经济的调控是“微观调控”。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由计

划经济改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初期，一度失控，近年厉行“宏观调控”，成效甚

着。足以说明，在“宏观调控”以前的调控，不是“宏观”而是“微观”的。

印刷是综合性的应用学术，现在是学术整合的时代，学术与学术之间，彼此重迭

的范围愈来愈大，相互影响和关连的部分愈来愈多，凡事应从整体来看、自全局着

想、把握大方向、大原则、开创大格局，方能解决问题。就像“宏观调控”振兴经济

一样，“大印刷”这一名词出现以前，一般人多将印刷的范围界定得比较小，如印刷

史仅谈印书史，印刷工业仅重视纸张印刷的书刊出版等。因此，中华民族发明了印刷

术，虽然举世公认，但无人确知中华民族最早的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时？虽以往

有印刷史家著作的专书约五十种、论文集约十五种、书影图录约十三种、论文约五百

篇 ，而十九出自图书版本学及目录学家之手，以书史为中心，即使是论述印刷史，

亦是以印书史为主轴。正由于以往的印刷史家，将印刷史局限于印书史的范畴，自宋

代以来，便有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东汉，发明于东晋，发明于六朝，发明于隋朝，发明

于隋末唐初，发明于唐初、唐中、唐末，发明于五代，……等等的争论，因为都是微

观之见，如以管窥豹，所以均无定论。

问题是，“印刷”不等于“印书”。印刷的范围极其广泛，印书只是印刷术中的

一小部分工艺；印刷可以涵盖印书，印书则不能概括所有的印刷。古代的印斑文布、

印符咒、印佛像、印经文、印会子（纸钞）、印纸牌、……都不一定是书。凡是单张

散页的印刷品，未经过依序连缀固定成册成本，不称为书；但不能说复制书本以外的

散页不是印刷品，更不能说印刷这些单张散页复制品的工艺不是印刷术。 

人类文化，乃先有图画，后有文字。印刷术的发展，是先印图画，后印文字。图

画的印刷，其内容由简而繁；文字的印刷，其字数由少而多，进而图画与文字混合印

刷。自新石器时代的雕树皮或树叶印斑文布、到雕印章盖印文、雕石碑拓经文、雕木

版印符咒或佛像、雕铜版印会子（纸币），都是雕版印刷发展的历程。雕版印刷绝不

可能在创始之初就用来印书，雕版印书应在雕版印刷的技艺相当成熟之后。因此，以

印书开始的年代，认为是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乃书史学家对印刷史的误断。 

本书将“大印刷”界定如下：

（一）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是各种工艺技术经过长时期逐渐演进综合而成的集体

创作。雕版印刷术不是在某年由某人发明的。



（二）印刷，不仅限于印书，任何图文均可印刷复制。

（三）印刷，不仅限于印纸，除了空气与水而外，任何物体表面均可印刷。

（四）印刷版不仅限于雕刻制版，其它如光学、化学、电学，亦可制版。

（五）雕刻版不仅限于凸版，孔版、凹版亦可用雕刻方法制成印版。

（六）印刷图文不仅限于刷印，压、刮、拍、打、喷、无压亦能印刷。

（七）印刷不限于要用印刷版，如静电印刷、喷墨印刷、计算机直接印刷

（CTP），不需用印版亦可复制图文。

（八）印刷不限于要用油墨，水墨、苯胺、色粉亦可构成复制的图文。

（九）印刷不限于平面，曲面、球面、不规则表面亦可印刷。

（十）印刷是综合性的应用科技，其发展，与当代的社会、文化、经济、科学、

技术、艺术、均息息相关、相互影响。

引用上述“大印刷”的观念来研究印刷发展的历史，便称为“大印刷史观”。本

书是按“大印刷史观”所撰写的印刷史，就是从全程的、整体的、全方位的角度，以

印刷工艺的发展为主线，来平实叙述中华民族的印刷发展史，不限于汉民族的印刷

史，不限于中国本部的印刷史，而是横跨整个中华各民族的印刷史。例如：以契丹族

为主的辽国、以党项族为主的西夏国、以女真族为主的金国，在与宋朝相处的一二百

年之间,都不断吸收汉族文化，也十分重视印刷,并各自印刷汉文书籍及其本民族文献

甚多，品质亦佳，

如《契丹藏》即是一例。近据考证，西夏文印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用

木活字版所印,比以往认为元朝王祯用木活字印书为最早的说法，提早了一个朝代，

并经文化主管机关组织专家鉴评认定，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

重大价值。 

四、源流长五千年

“江有源头，树有根”。但江源不止一处，自古即有“江源如帚”之说。树根不

止一支，树根也如帚，如果树根仅有一支，绝无法长得枝繁叶茂。同理，江源若仅有

一处，亦绝不可能一泄千里。我国第一大河的长江，全长6,300公里，蜿蜒流经九省

后入海。在古代，认为长江以岷江为源头。徐霞客认为长江以金沙江为源头。地理书

籍多认为长江发源于青海的巴颜喀喇山南麓。最近发现，青海与康藏交界处的唐古拉

山格拉丹东主峰下的四十多条冰川融冰之水汇流而成的沱沱河，才是长江的源头。沱

沱河与楚马尔河、乌兰木伦河合流，称通天河。玉树以下，会合雅砻江、称为金沙

江。至宜宾起，才称长江；会合大渡河、岷江、涪江、嘉陵江、渠江，至宜昌，为上

游；宜昌至湖口，为中游，在武汉会合汉水，湖口以下为下游。可见，长江自江源区

起，是各源头活水所汇流而成，所有每股涓滴泉水，汇泉水为小溪、汇小溪为小河，

汇小河为大河、汇大河为小江、汇小江为长江，万流归江，长江方能一泄6,300公

里，因为源头如帚，所以源远流长。

中华印刷术的历史演进，其源头也如帚，各种新旧工艺，也是前后重迭而相互影

响的。以雕版印刷的发展为例，自新石器时代的印纹陶和树皮布印花纹，至春秋战国

的陶印文字、漏印花纱，秦汉时代的玺印陶文、模印砖瓦，以至甲、骨、金、石、

竹、木的雕刻，笔、墨、纸的发明，而简牍、刻碑、抄经、钤印、拓印、木版雕印等

等，都是前后传承，每一种新的工艺，都是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新工



艺出现后，旧工艺仍然继续存在，相互发皇；没有前人的旧工艺，绝不易突然冒出新

工艺来。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需求、技术基础、物质条件相互配

合之下，经过长时期综合演进发展而成的产物，绝不是由某人在某一年代所独力创

造，亦非一物一事所能尽其全功，而是千百位先贤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经验的累

积，乃集体创作。假如以雕版印刷史比长江，长江的江源区有如印刷的源头期、通天

河有如印刷的古代期、金沙江有如印刷的近代期、长江有如印刷的现代期。长江的源

多流长，印刷术也同样源多流长。长江不起自宜宾，也不是起自玉树，更不仅是起自

格拉丹东，长江是所有远、近、大、小各源头活水汇集的综合。论雕版印刷术，不是

创于东汉，不是创于东晋，不是创于六朝，不是创于隋朝，不是创于隋末唐初，不是

创于唐初、唐中、唐末，更不是创于五代。印刷术是前后传承、相互发皇，是所有各

种相关工艺经过长时期汇集的综合。 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公里，印刷源流也长达六千

余年。

五、科技史为主线

前述有关印刷史的论著，差不多全是出自图书版本目录学的书史学家之手，以印

书史为主轴，并未概括全部的印刷范畴，而是局限于印书史。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

主体。作为书史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印刷的图书，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

的，其探讨重点是印刷术应用于图书之后，图书产生的变化及对事业发展的影响。在

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的印刷只是印刷术中的一种，对

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讨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印刷术是一项科

学技术，也是一项应用技术，现已发展成为大的工业体系。印刷史的研究对象是印刷

术的发生、发展及印刷事业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 

近代中外学者对于印刷史的研究，大概可归纳为三个主流，一是传统的目录版本

学系统，研究范围偏重在图书的形制、鉴别、著录、收藏等方面的考订和探讨。二是

对书籍作纪传体的研究，注重图书本身发展的各种有关问题，如历代和地方刻书史，

刻书人或机构、活字、版画、套印、装订等专题的叙述和分析。三是印刷文化史的研

究，即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的分析。 

由此可见，书史或印书史的研究，是属于文化史的层面，故不能体现印刷史全

貌，因为印刷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也是一门应用技术，印刷史应该属于科技史

的层面。研究印刷史，要站在印刷的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大印刷史观为纲，用

平铺直叙笔法，如实记述印刷术孕育与发展的全部过程。 

本书所述，认为印书史不是印刷史，印书史属文化史，印刷史属科技史。印刷术

的孕育和发展，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综合过程；但印刷品是文化产品，印刷技术的生

命力，在于社会的文化和经济需要，所以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同当时的社会、

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艺术水平息息相关。 故本书在各篇之首，均简介该时期

之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艺术的环境概况。

六、断代分篇内容

本书除前言外，共分为四篇，即源头篇、古代篇、近代篇、当代篇，计二十六

章、七十余节、附录十二项，一百三十余万言，纵贯历史五千年，横跨中华各民族，

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印刷科技发展的通史。现将断代各篇内容简介如

下：

源头篇，分五章。首章简述源头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概况。次章分为三节，分

述手工雕刻与转印复制技术的萌芽、发展、应用和最早出现的树皮布印花。三章分为

二节，分述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四章分为二节，分述印刷工具、印刷材料如

墨、织物、纸的发明和发展。五章分为三节，分述雏型期的印刷术及其应用，包括漏



印、凸印、印章盖印、石碑拓印、木版刻印符咒等等。源头期起自新石器时代至梁武

帝年间，漫长达三千五百年左右，是雕版印刷的萌芽和雏型发展时期。没有源头期的

孕育酝酿，绝不会有后来成熟的印刷术出现；由此说明，印刷术是逐渐演进综合而成

的，不是某人在某时突然发明的。

古代篇，分六章。首章简述古代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概况。次章为雕版印刷的

应用和发展，分六节，详述初期的雕版印刷，雕版印书的肇始和发展，报纸、地图、

版画、钞券的雕印，多色套版印刷的发展及工艺技术等。三章为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

与发展，分三节，详述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其工艺技术。四章分为三节，介

绍蜡版、磁版、泥版的制作及应用。五章分为二节，阐明中华印刷术向东方和西方的

传播。六章为分六节，介绍古代装订形式的演变。古代期指自隋代至清代鸦片战争时

共约一千二百五十年期间，是中华印刷术发展成熟、广泛应用、向外传播的辉煌阶

段，本书用了较多篇幅论述此一部分。

近代篇，分六章。首章简述近代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概况，包括西方印刷术传

入前的内外环境、传入的经过、传入后的影响和日本侵华战争对印刷术的破坏等等。

次章分为四节，论述凸版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平版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凹版印刷

术的传入与发展、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等。三章分为四节，论述中华民

族近代印刷业的崛起，包括出版机构的建立、印刷社团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出版

事业、设备器材及图书装订等。四章论述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华印刷的摧残。五章论述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印刷业。六章论述近代各种印刷术的应用。近代期是从鸦片战

争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复员的这一百年左右，此一时期，西风东渐、海禁大开、列强

入侵、内忧外患、中国积弱、中华民族的传统印刷术逐渐式微、西方新式印刷术纷纷

传入，是中华印刷术变化最大的时期。

当代篇，分八章，首章简述当代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概况。次章分为三节，论

述书刊印刷的特点和书刊印刷业的复苏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字及外文书刊印刷、书刊

印刷的产能。三章分为五节，论述报业出版印刷、地图印刷、盲文印刷，木版水印、

有价证券及证照印刷。四章分为二节，论述包装印刷、商业印刷。五章分为四节，论

述电子印刷、陶瓷印刷、建材印刷、织物印刷。六章分为七节，论述文字排版、照相

制版、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版印刷、孔版印刷、装订加工等技术的发展。七章分

为八节，论述职业教育及技能检定、专科教育、大学教育及研究所教育、函授教育及

推广教育、印刷专业教材、印刷科学技术研究、印刷专业书刊出版、印刷技术交流

等。八章分为四节，论述印刷机器制造、印刷用纸产销、印墨产销、制版材料产销及

其它材料制造等各种工业的现况。当代期虽仅历时五十年左右，但变化剧烈，数据涵

盖两岸，综合处理的难度较大；本书尊重史实，同等对待。

七、两岸集体合作

本书涵盖的历史长、跨度大、源头多、范围广、内容繁杂，一百三十余万言的巨

著。绝不是任何个人可以独力承担的，更不是在一、二年间可以速成的。两岸十多位

对大印刷史观有共识的同好，经过多年的构思酝酿，协议各尽心力、各展所长、相互

支持、合作撰写并出版这部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影响深远的第一部中华印刷通史。中

华印刷术的发展史，是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华印刷通史》的著作，亦是两岸中国人

集体创作的成果。

作者群像：

张树栋先生，从事印刷专业四十余年，长期担任印刷史研究、著述和教学的工作,

原任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中国印刷近代史》常务副主编和总设计者，曾著作和

主编印刷史书十六种，四百万余字。张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之源头篇、近代篇及古代篇

之部分章节，并承担总体设计、附录整理和统稿工作。



庞多益先生，从事印刷专业四十余年，长期担任原印刷工业出版社的副主任、总

编辑、编审，编着专书甚多，其中以《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印刷编》最具代表性。

庞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之当代篇。

郑如斯教授，系北京大学资深著名学者，长期从事书史和印书史的教学和研究，

著作如《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国书史简编》等多种与印刷史相关之专著。郑教授

负责本书古代篇中有关印书史部分之撰写工作。

邹毓俊教授，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印刷工程学院资深教授，长期从事地图印刷的

教学和研究，着有《印刷概论》，《地图制印》等专书。邹教授负责本书有关地图印

刷史之撰写工作。

宋育哲先生，为富有高分子化学研究与实务经验的专家，曾任北京市印刷技术研

究所所长二十年，科研成果丰硕，更热心印刷协会工作，连任中国丝网印刷技术协会

理事长，发表论著甚多。宋先生负责本书有关孔版丝网印刷史的撰写工作。

牛达生先生，从事历史和考古研究有年，现任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多次获

宁夏和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尤以研究证明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佛经，使木活

字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从元代提前到宋代，荣获毕升奖。牛先生负责本书党项民族印

刷史的撰写工作。

包雄初先生，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工作中，累积了丰富经验，现任邮电部邮票印制

局工程师、邮票研究室负责人、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国家级）特聘邮票鉴定专

家，也是毕升奖的评审委员。包先生负责撰写本书邮票印刷史的工作。

方晓阳先生，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印刷技术、科技史模拟

实验等。与印刷方面的文章有《饾版印刷史之模拟实验》、《拱花印刷渊源初探》、

《饾版印刷工艺研究》等。方先生负责撰写本书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史的工作。

马贵斌先生，现任北京印钞厂厂长（原度支部印刷局），高级经济师。马先生负

责撰写本书之证券印刷史工作。

毕素娟女士，现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的辽史学家，对辽代文物及印刷

史之论著甚多。毕女士负责撰写本书契丹民族的印刷史。

张耀昆先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先后在中央教育行政学院

图书馆、中国国际经济开发中心任职。现任《中国金融时报》主任编辑兼记者。与张

树栋先生合着《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等印刷史书，张先生负责撰写

本书报业印刷史的工作。

李兴才教授，系中国文化大学造纸印刷研究所资深教授，曾任系主任，研究所所

长二十三年，专著十八种，为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创会董事长，全力支

持编印本书，担任策划人、审订人、发行人工作。

后  语

本书之编着及出版，承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沈海祥先生、中国印刷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武文祥先生鼎力促成、中国文联副主席高占祥先生、中国印刷及设备

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先生惠予作序，全体作者竭尽心力以赴，尤以张树栋先生费

心劳力，贡献最大，至为感荷（图12）。

在印刷工业界友人热心支持之下预计在本年内即可问世。敬请关心中华文化、关



心中华印刷史的同好先进拭目以待，更期盼能得到您的大力支持和不吝赐教。

（原载1998年3月《中华印刷科技年报》PP.337～343，台北，中华印刷科技学

会）

图12 《中华印刷通史》出版座谈会后主持人与主要贵宾合影，左起：张树栋、武

文祥、李守仁、王益、高占祥、李兴才、王仿子、沈海祥、牟国胜、郑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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