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大中华印艺网 -> 印刷资源 -> 电子书库 -> 当代中华印刷史文选 

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作者：张树栋 

写史，无论社会史、文化史，还是科学技术史，都有个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印刷史也

不例外。 

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狭义地讲，是指印刷术自发明迄今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历

史划分为几个历史时期和若干历史阶段的问题；广义地讲，则是包括印刷术发明前的准备

时期在内的这数千年历史划分为几个历史时期和若干历史阶段的问题。 

中国印刷史，追根溯源，它已走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

它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它应社会之需求而诞生，又反过来促进着社会的发展，

同时也时而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它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中国印

刷史的历史分期，既要顾及它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各阶段的同步性，又不能为其

所桎梏。 

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首先要有个标准。鉴于印刷是科学技术、是工业，这个

标准理应是工艺技术和印刷事业的发展。历史上不少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应用于印刷后，导

致印刷在工艺技术上的飞跃。金属冶炼技术用于铸造活字；机械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印刷机

械设备；电的应用导致对印刷设备的电气控制；照相术的引入诞生了照相制版和照相排

版；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导致电子分色、电子雕刻、电子排版……等等。是新的科学技术造

成了印刷工艺技术的更新换代，给印刷术的发展阶段以明显的标志。以这些标志划线分期

当是最为适宜的。 

根据上述，笔者认为，印刷历史应分成“准备与发明（起源时期）”，“手工刷印的

发展与繁荣（古代史部分）”、“近代印刷术的传入与发展（印刷近代史部分）”、“现

代印刷术的兴起（现代史部分）”等四个时期。这四个历史时期构成了中国印刷史的大框

架，在各时期内再根据情况划分为若干的历史阶段。 

一、准备与发明时期 

最早发明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早期的漏印版也是手工雕刻的）。雕版印刷术的关

键性技术是雕刻印版和刷印。刷印必先刻版。因此，雕刻技术的出现实乃印刷之源。从雕

刻技术的出现到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完善，经历了早期的手工雕刻技术及其发展；盖印和

模印；雕版漏印和拓印；隋唐时期的雕版印书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展现了印刷术从萌

芽到发明与完善的全过程。 

⑴ 早期的手工雕刻技术。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上的印纹，是拍印上去的。印纹陶的

拍印技术中包含雕刻印模和压印术。刻模和压印，开雕、印之先河。商朝甲骨文上的雕刻

文字，标志此时的手工雕刻技术已日臻成熟。手工雕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于铭文、石

刻和印章的应用。这一阶段为雕刻印版之前奏。 

⑵ 盖印和模印。秦汉时期盛行的盖印、封泥和模印瓦当，目的是获取印迹，实质上

是压印技术的应用，给刷印以启迪。 

提到压印和刷印，需要说明的是：压印和刷印都是复制术，目的都是获取印迹和复制

品，所不同的是获取印迹的方式不同，一靠压力，一靠刷拭（严格讲，刷拭也含有压

力），二者大同小异，没有实质性不同。然而，研究印刷术的发明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什

么是印刷术，总要在印刷术的准备与发明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

在“刷”字上划线是最为适宜的。印刷术发明前的盖印采取压印方式；印刷术发明后长达

千年之久的手工生产时期采用的是刷印方式；近代印刷术和现代印刷术又反过来采取了压



印方式。但是今日之压印已远非昔日可比，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

了。 

⑶ 漏印和拓印。印刷术一词中，印（版）是基础，刷（印）是关键，就我国传统的

印刷术而言，只有“刷而印之”才算得上是印刷术。汉朝出现的织物印染夹缬术中的雕刻

漏版刷印术和尔后出现的拓印术，均采用了刷印方式，具备了印刷术的基本要素，标志着

在印刷术的准备时期，此时已跨过了由（压）印到刷（印）的关键性一步。把它看作是印

刷术的雏形，当是无以置疑的。 

⑷ 雕印书画。隋唐时期开始的雕版刷印佛像、历日和书籍，是雕版印刷术日臻完善

的标志。至此，印刷术的发明业已完成。 

二、印刷术的初步发展与繁荣——古代史部分 

印刷术发明后，历经唐、五代、宋（包括辽、金）、元、明、清数朝，到清朝，印刷

技术和印刷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历史时期达千年之久，主要特点是手工操

作，为印刷史上我国传统印刷术的发展、兴盛期。根据发展情况，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⑴ 雕版印刷的初步发展与繁荣。距今一千多年以前的唐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佛教盛行，加之笔、墨、纸等印刷材料价廉而易得，为印刷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使印刷术得以顺利发展。从五代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印刷，完成了历时22年的《九经》

刻印工程。这一壮举，大大加快了印刷术的发展进程，导致宋朝全社会读书、刻书风气的

形成，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兴盛和繁荣。 

⑵ 手工刷印技术的扩展、普及与提高。承宋遗风，元、明二朝除雕版印书持续发展

外，在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纸币印刷方面有了长足的、突破性进展。首先在雕版印刷术

中，出现了多色套印书籍、版画和技艺精湛的饾版、拱花术。活字印刷领域，继宋朝毕升

发明的泥活字之后，又有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的创制和应用，使印刷技术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手工刷印技术的进一步扩展、普及与提高。 

⑶ 传统印刷业的繁荣与更替。在清朝,雕版印刷、各种活字印刷、饾版印刷,技艺精

湛,应用广泛,为前数朝所莫及,是我国手工刷印业的繁荣鼎盛期。到了清末，随着西方近

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我国传统的手工刷印技术逐渐衰落，为先进的机械化印刷所更

替。 

自唐迄清，长达千余年，为我国传统的手工刷印时期。因其恰处我国古代，故称其为

印刷史的古代史部分。 

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近代史部分 

印刷的近代史，同社会的近代史在时间上有些出入。它起自19世纪初西方铅活字印刷

术的传入，终于1980年前后电子计算机进入印刷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采用机械设备印

刷。根据发展情况，可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⑴ 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以铅活字印刷为先导，继有石

印术，泥版、纸型铅版，照相制版，雕刻凹版、影写版，以及各相应机械设备。在半个多

世纪的时间里，这些技术、设备和企业，基本上都控制在外人之手，成为西方人对中国进

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呈现出由外人控制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局面。 

⑵ 近代我国民族印刷业的崛起。1881年上海同文书局的创立，尤其是1897年上海商

务印书馆的建立，打破了外人控制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局面，步入我国民族印刷业重新崛起

的历史新时期。这一形势，到抗日战争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相当可观的境地。

除印刷企业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中国印刷学会的创立，及其在印刷教

育、印刷科研、印刷出版诸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为我国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⑶ 战争年代的印刷事业。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第三次国内战争结束，

印刷业经历了12年的战争磨难，划整为零、为战争服务，是印刷业在战争环境下的基本特

点。 

⑷ 近代印刷术的普及、提高与繁荣。1949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印刷术和印刷业在

一个稳定的社会条件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企业数以万计、职工人数数百万，印刷

工艺、设备、材料、科研、教育、出版等全方位发展的庞大的印刷行业体系。是近代印刷

术和印刷事业的发展、普及、提高与繁荣期。 

四、现代印刷术的兴起 

1980年前后，电子计算机进入印刷业，导致印刷技术发生了一次大的、历史性的飞

跃，出现了电子分色、电子雕刻、电子排版和印刷机械的计算机控制等先进的设备和工

艺，开创了印刷发展史上的新纪元。现在这一进程正在发展中。 

中国印刷史，源远流长，但对它的系统地研究和著述，却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况且，

以往的著述都集中在古代史部分，近代史部分虽已着手组织撰写，但毕竟还是个空白。迄

今对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尚未提上日程。半年来，在《中国印刷近代史》的

编纂工作中，首次碰到了“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而且在印刷史的历史分期和图

书结构安排上大家还颇有些不同意见。特撰此文，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以求在今后

的印刷史著作中，把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和阶段的划分处理好。 

（原载《印刷技术》199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