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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业典故：何谓印刷 
资料来源:印艺303期/2009年3月 作者：张树栋 

继本会名誉主席余鸿建先生撰写《香港印刷典故》之后，本刊特约中国印刷历史

学家张树栋先生为本刊撰写专栏「古今印刷趣谈」，此专栏以印刷信史为经纬，采用

说故事形式，穿插野史传说，将时、空、人物加以扩大，不引经据典使文章流于枯燥

乏味，从故事中得窥我国印刷发展历程，希望读者享受阅读这一专栏。 

    人类非此无由进步 

    我们中国，不仅地大物博，而且还是举世瞩目的文明古国；我中华民族，不仅人

口众多，而且还是有着五六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汉字，作为全世界唯一从

图画文字开始，始终沿着象形、形声和会意等「六书」模式发展而来的文字，记载了

我们国家和民族数千年的繁衍与发展历程；我们的祖先，用以「四大发明」为主的、

难以数计的发明创造，推动人类进步。这是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的骄傲，我们理应引

以自豪。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作者、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他广泛搜集和深入

研究大量中国古代有关科学技术史料、并着手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发现

全世界在古代文明中的发明创造，大多来自中国，是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造纸

术和印刷术，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并说：「我以为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没有 

比造纸史和印刷史更加重要的了」。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曾经把印刷术列于食、衣、住、行之后，说她

是人类生存五大要素之一，并说「人类非此无由进步」。 

    笔者在与张耀昆合编的《中国印刷史简编》的「绪论」之首，也曾明确指出：

「印刷术是我国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而这四大发明，就其影响而

言，又当首推印刷术。原因是印刷术是人类积累和传承知识和信息的媒介，在促进科

技进步、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古今中外任何发明创造都无以伦比的作用」。 

    如果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吃的食品的包装袋、住宅

里的装饰、出行时道路两旁琳琅满目的看板，以及随手可得的书刊、报纸、地图、年

画和任何人都缺它不可的钞票等。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印刷，我们人类的精神文

明不会有今天这么高尚，物质文明也不会提高的这么迅速。印刷对人类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建设和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文明之母 源远流长 

    每当提到「印刷术」时，人们总爱用「文明之母」、「源远流长」来赞誉。这

「文明之母」，在前面说得比较清楚了。可这「源远流长」，要交待得让大家都能接

受，就不那么容易了。原因是印刷是应用技术，他的应用范围很广。作图书工作的从 

书角度，说只有印书才算得上是印刷；研究造纸史的专家从纸的角度，说只有印在纸

上才是印刷，大家从不同角度审视印刷术，对印刷术的解释不尽相同。为此，在话说

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或者讲述印刷术应用中的趣闻轶事之前，还是先把「甚么是印

刷术」弄清楚为好。 

    众所周知，印刷术是隶属于「复制术」的工艺技术。与摹印、拓印、盖印等其它

复制术不同的是，印刷术是「通过转印材料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工艺

技术」。照字面分析，她由印（印版、印迹）、刷（刷拭、压力）、术（工艺技术、

方法）构成。从物质角度讲，她有三个基本要素，包括印版（雕版、活字版、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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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转印材料（水墨、油墨、颜料等）、承印物（纸张、织物、塑料等）。大家所

在的工作岗位虽然不同，但只要遵循上面说的「物质三要素」，照顾到各应用领域的

特点所作的印刷术的基本定义──「通过转印材料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的

工艺技术」，就能找到共同点并达成共识。 

    有人说：「你这个『定义』还不够准确，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就拿大量使用

的复印机来说，它没有印版，不是也能快速地印出产品来吗？」我们说：「复印机是

能大量、快速地印出产品，但它没有『印版』，它应归属于复制术，而不是印刷

术。」又有人问：「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和秦汉时期的砖瓦模印，用的是不是印刷

术？」我们回答：「无论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还是秦汉时期的砖瓦模印，它们采

用的都是单纯的压印术，而且还没用转印材料，它们也归属于复制术，而不是印刷

术。」还有人说：「照你这么说，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西汉出土的织物漏印，既有

印版、转印材料，又有承印物，该算得上是印刷术了吧？」我们说：「你这个问题提

得好。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和西汉出土的织物漏印，尽管它的承印物是织物而不是

纸，但它既具备印刷物质三要素，又与印刷术的基本定义相符，它们算得上是印刷

术。只是考虑到印刷术作为一项重大工艺技术，她从起源到发明和发展，有着一个长

期的演变过程，正所谓『源远而流长』。为了全面、系统、清晰地展现印刷术起源与

发展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大家了解我们祖先发明与发展印刷术的光辉业

绩，在这源远与流长之间，我们需要给她画树上一根界标，并把这个界标作为印刷术

成熟的标志。」 

    具体说，这个界标和标志，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人们「把图文反刻在木

板上制成印版，再在印版表面施墨、覆纸，然后在纸面上用专用的刷具进行刷拭，将

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张之上，最后把纸揭下来」这一工艺过程。这就是我国先民最

早发明的印刷术——雕版印刷。在此之前能够称得上是印刷术的，譬如前面提到的战

国时期的凸版印花和西汉时期的织物漏印，工艺技术还不够成熟，我们不妨称它为

「雏形中的印刷术」。请不要小看这「雏形」二字。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

娩」。客观上，这样的比喻和界定，尽管我们找不到他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它为印

刷术的起源与发展等学术问题的研究，还是解除了不少的疑惑和难题。 

    印刷术犹如长江之水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写了一篇对印刷史研究影响很大的论

文，题目是《从长江源头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李先生的这篇论文，用源头如帚、

绵延不断、一泻6,300 公里的长江之水，来比喻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印刷是工艺技术，印刷这种工艺技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这个

「长期的演变过程」，指得就是印刷术的「起源」。有源必有头，印刷术的源头是出

现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和树皮布印花。此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

进步，先后出现了殷商的甲骨，西周的铭文，东周的凸版印花，秦汉的封泥盖印、砖

瓦模印和织物漏印。至此，印刷术雏形已具。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纸为承印

物的印刷术的发明，指日可待了。 

    长江之水源远流长，印刷之术也源远流长。在源远与流长之间，它们都有一个分

界线作界标：长江的界标是「宜宾」，原因是在宜宾之前它的名字是金沙江、通天河

和沱沱河；印刷的界标是「发明」，原因是印刷发明之前是她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

条件的准备时期，是「起源」，之后才是「发展与流长」。需要特别申明的是：这样

的提法，旨在通过以发展阶段的划分，为读者提供理解上的方便。与长江之水的连绵

不断和印刷术的长期演变过程并无实质上的矛盾。记得在我小得时候，每逢年节，父

亲都为乡亲们写对联，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副对联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他的

含义一看就懂，非常明晰。同理，长江流域上的「宜宾」、印刷源流间的「发明」这

两个界标，犹如除夕午夜12 点的钟声，带给人们的信息，同样明确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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