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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版本 、书目 、印刷技术对社会 、文化等的影响一直是中国书史和印刷史研究关注的热点 。与以往不同

的是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３０日至 ３１日 ，由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nting and the Book Market）则将研究的论域拓展 、深入到印刷市场这一书史 、印刷史与

经济史的交叉领域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国内外书史 、经济史研究领域近二十位重要学者 ，围绕“印刷与市场”这一主

题 ，从文化史 、经济史 、社会史的视角出发 ，由“版刻与印数 、销售市场 、成本价格 、从业群体”等论题入手 ，从宏观到微观

对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印刷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不仅发掘出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 ，更是将对中

国印刷史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经济的层面 。会议提交的论文填补了中国书史和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学者们对会议

的许多议题 ，如自宋至清末乃至民国雕版印刷的刊印成本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并认为宋代以来刊印成本和书价整体上

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人工成本则呈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 ，与会学者的不同学科背景为中国“印刷与市场”研究提供

了多重视角 ，这不仅使学者们在会上因互相启发而获益匪浅 ，而且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周生春教授 　 ［美］周启荣教授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 、价格及其

商品价值的研究

［美］周启荣
（伊利诺伊大学 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系 ，厄巴纳 ６１８０１）

［摘 　要］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 、印刷成本 、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入手 。

这四方面的研究切入点各有限制与特点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必须合理使用这些信息 ，了解它们的局限性 ，

以免导致不符合历史状况的结论 。从少量的书籍价格资料和书籍刻印记录 ，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明后期

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 。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 ，中 、下档次的新出的单册刊本价格大抵不会超过

一两银子 。在由一钱到一两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 ，读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一两以下的书籍无论是富

商官宦还是贫穷的士人抑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 。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

姓的消费品 ，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化 、教育的普及而不断扩大 ，同时刊本也流通全国 。

［关键词］中国印刷史 ；书籍史 ；明代文化史 ；明清经济史 ；藏书史 ；科举

A Study of Prices ，Cost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Imprints in Ming Qing China
Kai‐wing Chow

（Department o f History and Department o 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University o 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６１８０１ ，USA ）

Abstract ：The book market in Ming Qing China can be studied with four types of information ：



book prices ，cost of printing ，book collections ，and extant imprints ．Each type of information has
its own utility and limitations ．It is advisable to use this information appropriately ．Know ledge of
their specific values and disadvantages will prevent erroneous conclusions ．From an iota data on
book prices and records of book production ，we can reconstruct the range of book prices and cost
of book production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From the Wanli Period on ，a new ly printed single
volume book priced at mid‐to low‐range would not be higher than one tael of silver ．Readers had
many choices for books priced at the range between ０ ．１ tael and one tael ．Books priced below one
tael were affordable not only to wealthy merchants and the gentry but also to poor literati and
ordinary artisans ． Imprints had become a common commodity ordinary people could afford to
buy ．As the economy expanded ， urbanization accelerated ，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creased ，
printed books circulated widely throughout the empire ．
Key words ：Chinese Printing history ；books on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s ；examination

书籍史与印刷史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行为历史的领域 ，很多传统社会里只有书籍史 ，却没有印刷

史 。由于印刷术在中国 ７世纪 ，或者最迟到 ８世纪已经发明 ，到了明清时期 ，书籍史和印刷史已不

能分开来研究 。然而 ，印刷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都受到书籍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过去 ，中国印刷

出版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与版本以及目录学等方面 。对雕版 、活字技术 、版本 、书目 、出版地

点 、出版家 、书铺 、堂号等的搜集成绩可观 ，此类研究以张秀民和钱存训等的研究最有代表性［１ ３］
；

从中国 、韩国及西方印刷 、造纸技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印刷史在世界历史视角下的意义 ，以潘吉星

的研究为最特出［４］
。然而 ，学界对雕版印刷之于中国社会流动 、文字和文学发展 、教育普及 、权力分

配 、群体意识的塑造和扩散等的重要作用很少讨论 ，更不用说深入研究 。有关书籍市场整体的商业

化程度也缺乏概括性的综合估计 。这种情况自 １９９６ 年开始在国外的中国史研究学术圈里有了极

大的改变 ①
，一部部有关中国印刷史的专著在美国汉学界迅速出版 ②

。这些著作除了涉及一些如刊

本的统计 、书籍目录列表以及商业印刷书铺 、堂号等传统问题的资料收集之外 ，还开始注意印刷对

社会文化各方面影响的研究 。 　

从社会史 、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清书籍史 ，必须对当时的商业印刷与书籍史的关系有一基本

了解 。然而就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 ，学者们直到现在才开始重视对书籍市场商业化这个问题从

宏观与跨时代的角度来探讨 。明清书籍市场商业化的问题不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极其重要 ，而

且与当时的教育 、文学 、社会流动 、经济发展 、文化知识的传播 、群体认同意识的塑造与流播 、地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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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美国汉学界较早注意印刷对教育 、宗教与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 Evelyn S ．Raw ski 和一些研究大众文化 （popular
culture）学者的著作 。 参看 E ．S ．Raw ski ，Education and Pop ular L iteracy in Ch摧ing China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１９７９ ； D ．Johnson ， A ．Nathan & E ．S ．Raw ski ， Popular Culture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ress ，１９８５ 。

Joan Judge曾有专著研究报业对晚清政治的冲击 ，虽然这不是对书籍史的研究 ，但晚清的报业史与书籍史有很密切的关

系 ，尤其是在文学史的领域 。 参见 J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enbao′ and the Culture o f Re f orm in L ate Qing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１９９６ 。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通过文人尤其是正在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广泛参与商业

出版的论述 ，指出了晚明印刷的高度商业化 。 参见 K ．W ．Chow ，″Writing for Success ： Printing ， Examinations ，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 L ate Imperial China ，Vol ．１７ ，No ．１（１９９６） ，pp ．１２０ １５７ 。 Robert Hegel 在对明
清小说插图的研究专著中大量分析了商业出版对小说阅读造成的影响 ，参见 R ．Hegel ， Reading I llust rated Fiction in
L 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１９９７ 。



英等重要问题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 ，研究中国书籍史与印刷史就显得十分重要 。

对于中国在晚清以前有关印本书籍市场的问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书籍价格 、

成本 、书籍的印刷数量 、印书铺的数量和地理分布 、书籍的流通渠道与刊本流通的地理分布等 。一

般来说 ，书价越便宜 ，商业程度越深 ① ；书籍印刷量越高 ，流通量越大 ；流通渠道越多样化 ，商业刊本

流入社会各阶层越深入 、越广延 ；书籍流通的地理分布越广 ，书籍市场的地理伸延越周遍 。然而 ，有

关中国印刷史这些传统性的问题 ，现有的资料极其缺乏 。尤其是书籍的印刷量 、成本 、价格的资料 ，

较之于西欧书籍印刷史研究中所能找到的资料 ，可谓凤毛麟角 ，这些资料的缺乏导致研究中国书籍

市场十分困难 。由于这个缺陷 ，学者不得不利用其他的资料 ，用间接的方法对中国印刷商业化的研

究作臆测性的估计 。最近研究中国书籍印刷史的专著往往依靠对存世刊本和传统藏书目录中所记

载的书籍来进行估计 。

本文主要讨论几个与书籍市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如书籍成本 、价格及书籍在明末清初时期的

商品价格体系里的相对价值 ，同时讨论利用这些资料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以及研究时所产生的

问题 。

一 、明末清初的书价

首先 ，尽管有关书价的资料极其匮乏 ，我们仍需尽量利用现存仅有的书价资料来考察明清的书

籍市场 。一直以来 ，除了一两篇短文外 ，并没有更多的研究及大量新资料的发现［５ ６］
。现存的明清

书籍价格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是印在存世刊本上的价格 ，即盖在书上的印章的标价 ；二是收藏

家在提及买到的善本或珍本时的记录 。前一类资料的搜集纯粹靠运气 ；后者的资料往往并不一定

反映该书当时作为读本的市场价格 ，经常是作为一种在收购或转让时的收藏品价格 。后一类资料

大大夸大了书籍的市场价格 。例如钱谦益用 １ ２００两银子从一个徽州富人手里买来的宋本枟前汉

书枠 、枟后汉书枠 ，这个价格绝对不能用来当做枟汉书枠 、枟后汉书枠两书作为一般历史读本在当时的市场

价格 ，故此例不能作为一般书籍的市场价格的资料［７］
。一般从文集笔记里找到的书籍价格 ，大概都

属于这一类 ，是收藏家把书籍作为一种财富累积或珍本收藏时特别提到在获得该书时所付出的高

价 。这种书价是在一个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系中的奢侈品 、收藏品的价格 ，不是一般读本的交

换价格 。换言之 ，并非成本加上出版商和书商利润所得到的书籍市场里的读物价格 。所以我们遇

到这种书籍价格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当做如古玩收藏品来处理 ，不应看成是当时的市场价格 。

现在来讨论存世书印在封面的售价 。书的标价必须从现存的明清刊本中发现 ，可绝大部分的

传统刊本都没有标上书价 。最近 ，随着对印刷史兴趣的增加 ，学者也搜集到一些零星的明清时代的

书价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先生经过长期留意搜集 ，才得到极为有限的书价资料 。这些资

料对研究明清书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但是这些资料与一切历史资料一样 ，牵涉如何了解它们的意

义的方法论问题 ，就是这些书价应该如何去利用 ，如何去看待 ，不同的阐释会直接影响到对这些书

价在明清时期商品价格体系中的位置的判断 。换句话说 ，到底这些书价在当时表明书籍是只有极

少的富人才能买得起的昂贵商品 ，还是一般百姓可以凭自己的经济能力买到不同档次和质量却又

版本相近的普通消费品 ？

有些学者认为书上的这些标价并不能视为这些书籍在明代中国书籍市场的价格 ，因为这些书

都流落在海外（指的是美国和日本） ，它们的价格有可能是晚清以后中国的书商为了西方或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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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也有例外 ，很多宗教书刊往往是免费赠送或低价出售的 ，例如 ，西方基督教的枟圣经枠与中国民间的善书宝卷往往由信

奉者捐款资助出版 。 这种非商业性的书刊的价格不是书籍市场的正常价格 。



买家而特别标示的 。这个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 ，可这种说法比假设这些书价是原来的市场价格要

更不合理 。要证明这些价格都是中国书商特别为了外来的买家而标示的 ，事实上更加困难 。退一

步来说 ，即便是这些书价真的是为了外来买家特别标示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价格比中国读者要

付出的价格更高 ，而不是更低 。也就是说 ，即使这些学者的说法可以成立 ，也只能证明明清的书籍

市场价格比这些存世刊本的价格要低 ，因此 ，我们应该把这些标在现存刊本上的书价视为当时正常

的标价 。这个说法将在下面讨论书籍印刷成本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

这些书上的标价不一定是具体买家所付的价格 ，因为对于滞销的书 ，书商可能会降价出售 。当

然 ，我们无法知道现存书上的价钱哪些是降价的 。对这类书籍的价格最合理的利用仍是把它们当

做当时的市场标价 。另外 ，这些书价虽然为明清商业刊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却没有显示由于运费

与零售书商的运作成本而附加的费用 ，因此不能显示地区性的价格差别以及新印旧卖的时间差别 ，

更没有提供个别书商主观上对市场需求的判断信息 。尽管如此 ，这些价格还是可以视为明清刊本

一般的市场价格 ，而不是特别抬高的价格或是特卖的折扣价 。

沈津经过多年耐心的搜集 ，共找到 ２７种上面有标价的明刊本 （参看表 １）。其中最贵的是 １０册

的枟本草枠 ，４ ．９两 ，最便宜的是 ３０多卷的枟万宝全书枠 ，１钱 。 枟本草枠是 ２７种中唯一超过 ４两的书 。但

最值得注意的是 ，２７种中有１６种的价格是 １两或低于１两的 ，接近 ６０％ 。而其中多卷册的枟南丰先生

元丰类稿枠５１卷 、枟文献通考枠３４９卷的价格都是 ８钱 。 枟文献通考枠那么多卷数的大部头书似乎不可能

卖 ８钱 ，这个价格极有可能是由于卷册残缺不全而特别减低的价钱 。另外 ，价格在 ３两的有 ４种 ，其

中只有一种是少于 １０册的 。 枟大明一统志枠９０卷 １６册 、枟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枠１７０卷 ３７册 、枟汉魏六朝

二十一名家集枠１２３卷等 ，都是大部头的书［８］
。 枟南丰先生元丰类稿枠卷数那么多 ，定价却在 １两以下 。

此外 ，在 １ ．５两到 ４ ．９ 两的价格范围内的书有 １０种 ，除了 ３种有关印章的书及枟本草枠少于或等于 １０

册外 ，其他都是 １６册以上的 。根据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暂时假定新出版的卷数不多的书籍售价一般

不会超过 １两 。这个假定在下文会通过对明清刊本的基本成本的估计再作论证 。

表 1 　沈津搜集的明刊本价格

书价（两） 种数

０ ^．１ － ０ ．９ １１ 眄
１ 蜒．０ ５ 种

１ ^．２ － １ ．５ ３ 种
２ �３ 种
３ �４ 种
４ 蜒．９ １ 种
总数 ２７ 眄

本文讨论明清的书籍价格 ，除了沈津先生所搜集的价格外 ，另外采用两组不同的资料 ：第一组

是毛晋的儿子毛扆（１６４０ — １７１３）转让善本的价格书目 。毛扆计划把自己所藏的一部分稀有古籍出

售给潘耒（１６４６ — １７０８）时准备了一份价目表［９］
，这份价目表保留了下来 ，成为枟汲古阁珍藏秘本书

目枠 ，其中包括手抄本和印刷本 ① 。毛扆所列出的究竟是折扣价还是当时的市场价 ，我们不得而知 ，

但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列入价目表的都是珍本书和善本书的价格 。毋庸置疑 ，这些书是毛扆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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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K ．W ．Chow ， Publishing ， Culture ， Power in Ear ly Modern China ， Stanford ： Stanford Unversity Press ，２００４ ，

Appendix １ ．３ ，其中只列出了枟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枠中的印刷本 。



作为一个出版商的部分藏书 ，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比新出版的同类书的平均价格要高 。潘耒自己

也是一个藏书家 。只有宋版书才属于珍本 ，他收藏的明代刻本也许算不上珍本 ，只是刻 、印 、墨 、纸

的质量均臻上乘而已 。可以这样说 ，毛扆价目表上的书价是市场价格 ，理由是他把那些凡是低于市

场价格的书都清楚地标出已经打了折扣 ①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 ，书目中其他的价格不会低于购买

时的市场价格 ，至少是毛晋和毛扆购买时所付的金额 。

毛扆的目录中有很多手抄本的宋版 、元版书 ，很多都低于 １两银 ，其中有一种甚至只需 ０ ．０５两 。

在 １７种手抄的明版书中 ，没有一种单册书超过 ０ ．４两 。只有 ４种超过了 １两 ，但每种都是 ３册以上

的 。最贵的两种（一种是八卷本 ，一种是十卷本）分别只需 ２ ．４两和 ２两银 。刻本中低于 １两的有 ２９

种 ：０ ．１钱的 ４种 ，０ ．２钱的 ９种 ，０ ．３钱的 ６种 ，０ ．４钱 、０ ．５钱 、０ ．８钱的各 ２种 ，０ ．６钱的 ３种 ，０ ．９钱

的 １种 ② 。

另外 ，观察毛扆的手抄本目录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 大致的规律是 ，手抄本的价格随着页数

和册数的增加而提高 。 对于单册的手抄本来说 ，其价格应该比印刷本要贵 ，但不超过 ０ ．４ 两 。

晚清书籍鉴赏家叶德辉认为毛扆的宋元版书价格是比较低的 。 他将这些价格与他自己所处的

晚清时期的价格进行对比 ，发现那个时期的宋元本比明版书价格要高 ，而且明版书因为质量低

劣 ，已经不为藏书家所看好［９］１６６ １７１
。 尽管不如清代后期的那么昂贵 ，毛扆目录中的宋元版本在

清初时期仍然为藏书家所重 。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书的价格比晚明时期新出版的书籍价格

要高 。

第二组资料是明代上海潘允端（１５２６ — １６０１）账簿中的几本书 。潘与其父都是朝廷官员 ，１５７６

年 ，他致仕返乡至沪上经营自己的豫园和其他产业［１０］３０９
。他在账册中列出了一些自己拥有的书 ，

都是作为贷款的抵押物 。其中 ２１部书列有抵押值 ，除了 ４部书之外 ，所有的价格都超过 １两 。最

便宜的是三部科举考生的墨卷 ，总价 ０ ．６两 ，平均每部 ０ ．２两 。其次是一部 ０ ．２５两的文集 。很显

然 ，单册书要便宜得多 。

如果把这些价格置于当时的背景中来看 ，明显属于比较昂贵的书籍 ，因为潘允端绝对不会在低

价和劣质的书籍上花钱 。所以一本 ０ ．２两银的书和其他的书比较而言 ，算是比较贵的 。因此 ，毛扆

和潘允端书目上的书籍属于同一类 ，多数是相对高质量的或者其价值能够吸引收藏者和投资者眼

光的 。这些书都比较昂贵 ，藏书家 、出版商和富甲一方的商人们都愿意出高价购买 ，或接受作为贷

款抵押 。

下面以列表中的三组书价为例（见表 ２）加以分析 。三组书价里低于 １两银的百分比是 ：２６％ 、

１９％ 、４１％ 。值得注意的是 ，沈津的 ２７种书里有 ４１％ 是低于 １两银 ，单是 １两及以下的书便接近

６０％ （５９％ ） 。毛扆与潘允端的书目中低于 １两银的书比例偏低 。这是因为毛氏 、潘氏的书都属于

藏书的善本和作为抵押的物品 ，价格自然相对偏高 。可即使是作为收藏和抵押的书籍也有很多低

于 １两银的刊本 ，在毛扆的书目里竟然有 ２９种之多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明末清初时期 ，除非

册数多 ，或有大量精美插图 ，又或者用高价纸印制的 ，一般的书籍标价大概不会高于 １两银 ，不少单

册书只卖两三钱 。这里对明末清初书籍价格的分析是否可信 ，取决于这个分析的合理性 ，因此 ，我

们必须考察书籍印刷的成本 。下文将从成本的角度来评定上述分析 ，并从明代的物价结构来检验

这些低书价的普遍性是否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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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毛扆花了 ３ 两银子买了一部手抄本 ，他告诉潘耒愿以 ２ 两的价格出售 。 参见毛扆枟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枠 ，枟丛书集成

初编枠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年版 ，第 １７ 页 。

同上 ，第 １６ １７ 页 。



表 2 　明末清初的书价范围 单位 ：种

价格范围
三组资料的书籍数量

　毛扆 　潘允端 　沈津 　总计

低于 １两银 ２９ ４ １１ ４４

１ － ３两银 ４５ ８ １５ ６８

４ － ６两银 １７ ４ １ ２２

７ － １０两银 ７ ２ ０ ９

高于 １０两银 １２ ３ ０ １５

总计 １１０ ２１ ２７ １５８

低于 １两银的百分比 ２６％　 １９％　 ４１％　

资料来源 ：K ．W ．Chow ， Publishing ， Culture ， Power in Ear 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versity Press ，
２００４ ，Appendix １‐３ 。

二 、印本的成本研究

要研究明清书籍价格 ，依赖有限的书价资料是极为不够的 。书籍作为一种商品 ，在当时的价格

体系中的价位是怎样的 ，必须对书籍印刷成本进行客观考察 。对明清刊本的成本作一概括性的估

计有助于对书籍价格的宏观了解 。

雕版书印刷成本中比例最大的是刻工的雕刻费用和雕版木料 、纸张的费用 。为了估计晚明时

期书籍的相对价格 ，我们先来看有关开支的花费 。雕版印刷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木印板 ，在不同的

木材中 ，最常用的是枣木和梨木 。尽管明代书籍生产成本的分项记录存世有限 ，但根据当时各类不

同资料中的物价数据 ，我们仍然可以建立一个各种雕板的价格表 ① 。每板价格０ ．１ — ０畅４两银的枣

木无疑是价格最高的优质木材 。相比之下 ，梨木板的价格就低得多 ，一般尺寸的梨木 ，每板只需

０ ．０３两银 。一般来说 ，一个刊字匠一天能刻 １００字 ，而一个熟练的刊字匠能刻 １５０字 ②
。每刻 １００

字 ，一些印刷作坊就会付给刊字匠 ０ ．０３两银 ，还有一些会付 ２０文 ，相当于或接近 ０ ．０２两银［１１］ ５５８
。

毛晋付给他雇佣的刊字匠的工钱为每百字 ０ ．０３两 ，这已经算是刊字匠的高收入了 ③ 。但在一些极

为少见的情况下 ，刊字匠的工钱可以达到每百字 ０ ．０５ 两银 ④
。可见 ，明末和清初刊字成本是从每

百字 ０ ．０２两银到 ０ ．０５两银不等 。

除刻工与刻板的费用之外 ，印刷书籍的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纸张 。在不同的印刷用纸中 ，

江西永丰出产的绵纸最好 ，也最贵 ，其次就是常山柬纸 ，最差的纸当属福建和江西产的竹纸（连七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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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看 K ．W ．Chow ， Publishing ，Culture ， Power in Ear 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versity Press ，２００４ 。 其中

表 １ ．１ 列出的是 １６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的雕板价格 ，所有数据都来源于沈榜在担任宛平县令期间的记录 ，所以 ，以此估计的

不同尺寸和种类的木材之间的价格差异 ，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 。

刊字的速度取决于刊字匠的技艺高低 。一般来说 ，一个刊字匠刻佛经一天能刻约一百字 。参见杨绳信枟历代刻工工价初探枠 ，

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枟历代刻书概况枠 ，（北京）印刷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第 ５５８ ５５９ 页 。 据从苏格兰前往

马六甲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记录 ，他曾经参观了一个印刷工坊 ，那里一个好的刊字匠每天能刻 １５０ 字 。 参见

C ．K ．Byrd ，Early Printing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１８０６ — １８５８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１９７０ ，p ．１０ 。
参见叶德辉枟书林清话枠 ，（台北）世界书局 １９６１ 年版 ，第 １８６ 页 。 当时 １ 两银能兑换 ７００ 文钱 。

比如 ，在万历晚期 ，雕刻一部佛经的成本大约是每百字 ０ ．０５ 两银 。 参见杨绳信枟历代刻工工价初探枠 ，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枟历代刻书概况枠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第 ５６５ ５６６ 、５５８ ５５９ 页 。



和毛边纸）
［１２］１１０

。福建出产的竹纸价格最低 ，质量比较低劣 。然而到了万历中期 ，福建的竹纸制造

商对纸的持久性进行了很大的改良 ，改良后的竹纸为出版商纷纷采用 ，在 １７世纪中期时的价格为

每百张 ０ ．０２６ 两银 ① 。 万历中期之后 ，印刷的书籍更多是用价廉物美的竹纸了 。 尽管胡应麟

（１５５１ — １６０２）对福建竹纸的质量多有贬斥 ，但在他所有的两万卷藏书中 ，却有 ９０％ 是用这种纸印

的［１３］５７
。 １７世纪 ２０年代之后 ，几乎已经没有人用白绵纸来印书了 ② 。毛晋刻印的书绝大部分用的

也是竹纸［１］５４０
。

对刻字 、雕版 、纸张成本予以估计后 ，我们来看看两本刊本的费用记录 ，由此或可进一步估计印

刷书籍的大致成本 。此举并非要精确算出印刷这些书的成本的具体组成部分 ，这是十分困难 ，甚至

是不可能的 ，所以 ，在此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成本范围 ，进而证明上述对明清时期书籍价格分析与

估计的合理性 。

１６０８年 ，杭州的地方士绅捐钱为当地地方官的贡献建立祠堂 ，以示感激 ，记录所有捐献 、花费

和功名册的文书后来被整理出版为枟李公生祠纪义实录枠 。印对联和堂内匾额碑铭 ，加上 ５８０份文

书的总开销一共是 ６ ．７２两银 。这是一本单册书 ，共 ２４整页［１４］６ １８
。我们不知道印对联和写制堂内

匾额碑铭的费用占多少 ，但不妨高估成本 ，暂时把 ６ ．７２两银都当做刊印 ５８０本册子的成本来算 。

即使是这样计算 ，每一本的成本仅仅是 ０ ．０１１两银而已 。这里的成本包括纸张（２０本是绵纸 ，其余

５６０本是竹纸） 、刊字（含工资和伙食） 、１２块板 、墨 ，以及刊刻 、印刷和装订的劳动力 。这份记录将所

有花费逐项列出 ：刊字匠（含工资和伙食）和木板 ２两 ，印装 ２０份绵纸本 ０ ．２４两 ，印装 ５６０份竹纸

本４ ．４８两 。其中第一项的 ２两银被进一步分成木板和刊字匠工资 ：０ ．３６两（每块板 ０ ．０３两 ，共 １２

块）和 １ ．６４两（两面雕刻 １２块板 ，每块刻工 ０ ．１３６两） 。那么每刻一面的平均刻字费用就是 ０ ．０６８

两银 。上面说刻字每百字的费用是 ０ ．０２到 ０ ．０５两 ，这本书的刻字费应该是每百字 ０ ．０２两或稍低

一些 。如以 ０ ．０２ 两算 ，便是 ４０ 字一页 。 一块版面的材料 ０ ．０１５ 两 ，加上刻字费用 ０ ．０６８ 两 ，

是 ０ ．０８３两 。这个成本没有包括纸的成本 。

上面我们暂时把 ６ ．７２两都当做刊印 ５８０本册子的成本来算 ，也即把那些与印制书籍成本无关

的费用都算在里面 。即使是这样计算 ，每一本的成本也不过是 ０ ．０１１两银 。表 ３详细计算了可知

的分项成本比例 、单印面的分项成本及其比例 。各项成本之中花费最大的是纸张 ，占 ７０ ．２％ ，刻工

费用 ２４ ．４％ ，木板费用最低 ，只占 ５ ．４％ 。如果连绵纸 、竹纸一起算 ，每本的成本是 ０ ．０１１ ５两 。这

里没有分开列出印墨和其他的小项杂费 ，但根据上面总开支 、总印数 ５８０本的单位计算 ，这些费用

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不足以影响对板 、刻工 、纸张的成本比例计算 。

表 3 　 枟李公生祠纪义实录枠印制成本 单位 ：两

分项总成本
（５８０本）

总成本
比例

每本分项
平均成本

雕制 ２４块
印版面平
均成本

单印面成本

绵纸
（２０本）

竹纸
（５６０本）

单印面成本比例

绵纸
（２０本）

竹纸
（５６０本）

梨木 １２块 （双面） ０ 膊．３６ ５ 痧．４％ ０ l．０００ ６

印版单面 （２４面） （０ 噜．０１５） ０ L．０１５ ０ 鼢．０００ ８ ０ 北．０００ ０３ １７ 破．０２％ ６ i．６７％

刻工费含伙食 １ 膊．６４ ２４  ．４％ ０ l．００２ ８ ０ L．０６８ ０ 鼢．００３ ４ ０ 北．０００ １２ ７２ 破．３４％ ２６ 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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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纸的价格来源于叶梦珠枟阅世编枠 。 上海地区的价格要高一些 ，因为那里的总体价格水平高 。

这个趋势来自对明刊本的考察 。 参见李清志枟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枠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１２９ 页 。



续表 3

分项总成本
（５８０本）

总成本
比例

每本分项
平均成本

雕制 ２４块
印版面平
均成本

单印面成本

绵纸
（２０本）

竹纸
（５６０本）

单印面成本比例

绵纸
（２０本）

竹纸
（５６０本）

纸（绵纸 、竹纸） ４ 膊．７ ７０  ．２％ ０ l．００８ １

绵纸（２０本） （０ 噜．２４） （０ 摀．０１２） ０ 鼢．０００ ５ １０ 破．６４％

竹纸（５６０本） （４ 噜．４８） （０ 摀．００８） ０ 热．０００ ３ ６６ 棗．６７％

共计 ６ 膊．７ １００％ ０ l．０１１ ５ ０ L．０８３ ０ 鼢．００４ ７ ０ 北．０００ ４５ １００％ １００％

绵纸每本成本
竹纸每本成本

０ l．０１５ ４

０ ．０１１ ４

根据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 ，雕制 ２４页的书版 ，平均每面制版成本是 ０ ．０８３

两 ，其实这个成本实际上已经包括刷印的人工费用 。刻字匠一般都能刷印 ，并没有专门的刷印工

人 。刷印费用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这里不另外计算刷印的费用 。这本 ２４页书的印版制

作成本 ，不论用哪种纸 ，印多少本 ，制版成本是固定的 ２两银 。雕制 ２４页 ，每页的平均制作成本也

是固定的 ０ ．０８３两 。第二 ，不同的纸和印量直接影响每一本书页的制版平均成本 。如果用绵纸 ，只

印 ２０本 ，每页的制版成本是 ０ ．００４ ７两 ；用竹纸 ，印 ５６０本 ，则每页的制版成本是 ０ ．０００ ４５两 ，绵纸

的成本相当于竹纸的 １０ ．４倍 。这个差距主要是数量所导致的 。由于每本制版成本随着印本数量

的增加而下降 ，每一本的纸成本相对于制版的成本比例则向相反方向上升 。当印刷 ２０本时 ，单页

面的雕版成本是 １７ ．０２％ ，刻工 ７２ ．３４％ ，纸的成本 １０ ．６４％ 。但如果印刷 ５６０本 ，单面的雕版成本

下降到 ６ ．６７％ ，刻工减少到 ２６ ．６７％ ，而纸的成本却大幅升至 ６６ ．６７％ 。也就是说 ，数量越大 ，越往

后印的书 ，书的成本基本上只是买纸的开支 ，销售的利润不断增加 。第三 ，雕制单一版面的成本是

０ ．０８３两 ，而印刷量在 ５００本以上的 ，每本 ２４页书的成本 ，竹纸是 ０ ．０１１两 ，绵纸是 ０ ．０１５两 ，绵纸

与竹纸的差价只是 ０ ．００４两 。

如果是在建阳 、苏州和南京印制单册 ２４页类似的书的话 ，每一本的成本甚至会比 ０ ．０１１两银

还要低 ，因为商业出版能够发挥规模效应 。如果用于商业销售 ，并且假设获利 １００％ 的话 ，一本 ２４

页的书售价也只是 ０ ．０２２两银而已 。然而 ，这个价格没有包含运输费用 ，而这一费用通常是在书店

销售的时候才被包含在最终售价中 。即便是加上运费 ，一本 ５０整页的单册书的售价大概也不会超

过 ０ ．０５两银 ，却还能保持 １００％ 的获利 。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 “三教”（儒教 、道教 、佛教）创始人林兆恩的著作中有关于刻版成本的

信息 。从 １６２８年到 １６３０年 ，南京中一堂的林兆恩的信奉者雇佣刊字匠刊刻了 １ ５００多块板（正反

面） ，也即 ３ ０００多页 ，最终刻成了 ４０卷的枟林子全集枠 ，刊刻的全部成本是 ３００两银 ① 。这一版本只

用了 １ ２６６块木板 ，剩下的木板用来刻小册子和功德簿 。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总算 １ ２６６块板的成

本 ，３００两减去 ３８ ．８４两 （根据上面梨板 、刻工的每版费用 ，２３４板 × ２面 ×刻工 、梨板 ０ ．０８３ 两） ，

得 ２６１ ．１６两 。 １ ２６６板正反两面雕刻 ，总共 ２ ５３２页的内容 ，每一页包括木板 、刻工 、纸张费用在内 ，

平均成本约 ０畅１０３两银 ，比上面杭州印的那部书的每页制作成本 ０ ．０８３两稍高 。这是因为减去的

３８ ．８４两里没有减去纸的成本 ，因此 ，２６１ ．６１两已经是偏高的成本数据 ，用这个偏高的成本来计算

２ ５３２页的每页成本 ，自然偏高 。另外 ，０ ．１０３ 两已经包括纸的成本 ，而 ０ ．０８３两只是梨板与刻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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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无论如何 ，两书的每页平均成本仍是非常接近的 。

现在再根据该书的每页刻字数和上文所得的刻字工资来核算该书每一页的成本 。该书书页行

款是 ９栏 １９字 ，字体采用匠体字 。假设一页都没有空格的话 ，一共是 １７１个字 。如果每百字刻字

费是最低的 ０ ．０２两 ，一整版 ３４２个字就耗费 ０ ．０６８两 。考虑到雕版本身的成本 ，根据上文雕版木

料的估计 ，梨木每板 ０ ．０３两 ，那么一块板的材料单面的成本是 ０ ．０１５两 ，加上刻字成本就是 ０ ．０８３

两 。这个梨板加上刻工的成本估计 ，与上述 １６０８年在杭州刻的功德书完全一样 。上文已述 ，这里

每一刻板成本的计算并不精确 ，而杭州的刊本与枟林子全集枠的成本计算都是由于计算的方便和缺

乏详细的分项成本而故意提高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制版成本 ，但制版的每页成本仍然在

０畅０８３ — ０ ．１两之间 。

根据上面的资料与论证 ，我们可以推断 ，１７世纪的前几十年 ，商业出版中的每块 ４００字印版的

制作成本（包括板材和刻工费）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 ０ ．１两银 ，而在此之后 ，除了动乱或非常时期的

暂短回升 ，刊本成本一直维持原有水平或稳中有降 。 包筠雅（Cynthia Brokaw ）研究清代四堡的书
籍印刷后 ，发现一般的书价都十分低 ，这可以间接证明以上对明末刊本生产成本的估计合乎当时的

历史状况［１５］５１３ ５１８
。我们可以相信 ，明末清初大量的书籍市场售价低于 １两银 。售价 １两以上的往

往是多卷 ，或是册数众多的大部头书籍 ，又或者是插图精美 、纸质和包装高档的印本 。

而这样的价钱出版商从中也能获得 １００％ 的利润 ，从汤复刻印的精美枟离骚图枠的版权标记中

便可以看出 。他列出了刊字 、纸张和刻印用工费共 ０ ．５ 两 ，而一部未装订的枟离骚图枠售价是 １两

银［８］
。书籍的制作成本只是售价的 ５０％ ，这说明商业出版是十分有利可图的 。

刻印精美的枟离骚图枠售价 １两银 ，不算是平价书 。晚明书籍市场上有很多档次低 、质量不高的

廉价书 ，谢肇淛称之为“坊间俗本”和“滥恶文章” ，对于收藏家来说 ，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垃圾

书”
［１６］卷一三 ，２３

。科举考试辅导资料就不属于收藏范畴 ，特别是八股文 、程文 、墨卷 。这些书实在太

多 、太滥 ，因此很少被收录在收藏家的书目中 ① ，它们的价格大都低于 １两 。上文提到两部四书注 、

潘允端抵押清单中的三部科举墨卷都只卖几钱 。另如 １６１５年于南京出版的一部质量不好的四书

注解 ，只售 ０ ．５两 ② 。书页行款为 ９栏 ２０字 ，却字大易读 。另一部崇祯年间由长庚馆刻印的四书注

疏 ，价格仅为 ０ ．３两［１７］
，这家书馆出版过多种注疏［１８］ 卷三 ，９

。 ０ ．５两和 ０ ．３两可能是书店标在这类

书上的一般价格 ，如果书店存货过多或无人问津的话 ，售价很可能会再打折扣 。折价促销往往是商

家通用的策略 ，晚明书商也不例外 ③
。

然而 ，一部四书注疏 ０ ．３两银显然不算是出版物最低档的廉价书 。建阳出版的书往往档次低 ，

适合低下层消费者的经济条件 。 １６２８年 ，福建刻印的一部 ３７卷的历书售价仅为 １钱［１９］３６
。沈津提

供的资料有一本 ３０多卷的枟万宝全书枠 ，售价亦只是 １钱 。在低价书市场中 ，书商为读者提供的有

不少是戏剧剧本和唱词 ④ 。根据沈德符的记载 ，通俗小曲的销售遍布整个明帝国［２０］６４７
。不过这些

文本更像是小册子 ，而并不是真正的书 。它们的销售渠道畅通 ，而且价格低廉 ，不像那些全本插图

的小说和戏剧 。如果一般读者觉得用 １两银购买新刻书籍算高价的话 ，那么这些只有几页的小册

子的价格就很难高过 ０ ．１两银了 ，往往用几个铜板就能买到 。

建阳出版的歌曲集枟新调万曲常春枠标价 ０ ．１２两银［８］
。南剧“传奇”一般比四幕元杂剧更长 ，在

３１第 １期 ［美］周启荣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 、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①

②

③

④

当 １６６６ 年黄宗羲去调查祁家藏书时 ，他甚至都没有去注意放满两大书架的科举考试辅导资料和地方志 。 参见黄宗羲枟南

雷文定枠前集 ，枟丛书集成初篇枠第 ２ 卷 ，（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７ 年版 ，第 １９ 页 。

王宇枟四书也是园初告枠书面盖有 ５ 钱的印 。 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日本图书馆藏明刊本 。

枟金瓶梅枠第 ３３ 回中 ，有一个情节是徽州丝绸商人给了西门庆 １０％ 的折扣 。

元杂剧在 １４１１年之前就已经刻印并出售了 。 参见王利器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史料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第 １４ 页 。



实际的表演中 ，通常只会选取其中几个唱段 。观众们也很想知道戏剧的剧本和唱词 ，刻印的唱词和

一幕剧本在饭馆 、青楼和私人府院中都能看到 。所以 ，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 ，戏剧唱本特别是独幕

或几幕的剧本 ，价格一般也低于 １钱 ① 。晚明时期单册书相对来说制作成本比较低 ，售价低于 ０ ．１

两银的书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 。到了清代 ，刊本的价格继续下降或维持在较低的价位［１５］５１３ ５１８
。

以上对书籍制作成本与价格的探讨 ，为考察中国 １６世纪和 １７世纪的书籍市场提供了一些参

考 。由于晚明以来阅读公众成倍增长 ，原有的读者群也在延伸扩展 ，书籍市场呈现多档次 、多门类 、

价格范围较宽的局面 。可以说 ，除了精美的插图书和多册本的套书外 ，出版商为了尽量增加销量 ，

都会把书的定价压到 １两银以下 。因此 ，当时大多数种类的书的定价极有可能低于 １两银 。总的

来说 ，标在书上的价格包含了出版商 １００％ 的利润 ，尽管实际价格可能因为打折销售而低一些 。

三 、明清书价 、商品价值与收入

晚明时期书籍的相对价值究竟如何 ？ １钱或 １两银在明末清初的购买价值是多少 ？ １两银的

商品算不算是昂贵的奢侈品 ？书籍是不是只有绅士 、商人和官员才能买得起 ，普通的城市工人没有

能力购买 ？这些问题不易回答 ，因为价格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动而浮动 。虽然我们不能很精确地算

出不同商品的同等价值 ，但可以比较书籍与其他商品的价格 ，尝试大致了解书籍相对于其他商品是

不是十分昂贵 。

建阳出版的歌曲集枟新调万曲常春枠售价是 ０ ．１２ 两 。根据一组 １６ — １７世纪的商品价格资料 ，

在那时 ，０ ．１２两银可以买到 ６斤猪肉 ，或 ８斤牛／羊肉 ，或 ５ 斤鲤鱼 ，或 ３ 斤桃子／李子 。不过这些

钱不够买 １斤菠菜（每斤 ０ ．１５ 两银） ，或者 １ 只大鹅（每只 ０ ．２两银） 。家具和家用品更贵一些 。

０ ．１２两银还能够买到 ６把刀 ，或 ６个普通瓷汤碗 ，或 ２个瓷盘 。如果有 ０ ．５两银的话 ，就能买 １床

毛毯 ，或 １张桌子 ，或 ３把普通座椅［７］附录４
。上面提到的两本售价 ０ ．５和 ０ ．３两的四书注只不过是 １

床毛毯和 ２斤菠菜的钱 。在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 ，０ ．５两甚或 １两都不算是一大笔钱 。在苏州 ，

一株茉莉花就有可能要 １０两银才能买到 ，这个价格是山东的 ３倍［１６］卷一〇 ，３２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

晚明时期商品价格的变动范围与地域性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 。

研究明代的物价如不了解消费者的收入 ，也就不能知道售价在 １两及以下的书籍是不是一般

百姓有能力购买的 。我们现在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构建一个全新的工种 、技艺水平与对应工资的比

照表 ，但一些概括性的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 ：第一 ，晚明时期刊字匠的工资水平证明了刻板成本之

低不会使书籍价格昂贵 ；第二 ，多数人的工资能够买得起便宜的书 。

表 4 　晚明时期的月工资（30天算）

　 　工 　种 工资（以银两计） 　

信差 ７ S．５

海员 １ S．６

戏剧演员 １ S．５ － １５

雇工（江南地区） １ S．５

建筑工（北京） １ S．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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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工 　种 工资（以银两计） 　

办事员 １ S．２ － ７ ．５

船工 １ S．２ － １ ．３

丝绸匠 １ S．２

瓷器匠 １ S．０５

建筑工 ０ S．９９

雇工（黄河流域） ０ S．９

刊字匠 ０ S．９ － １ ．５

雇工 ０ S．８

雇佣的车夫轿夫（河南） ０ S．６

资料来源 ：黄冕堂枟明史管见枠 ，（台北）学生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３６９ 页 。 所有的工资（不包括黄河流域雇工工资）都是万

历年间的数据 。

表 ４列出了当时不同工种的工资水平 。 １５９７年 ，镇江地区的海员每月能拿到 １ ．６两银 ，船工

的工资低一些 ，每月 １ ．２至 １ ．３两［２１］ 卷六 ，４６６７
。海员和船工的工作风险比刊字匠要大得多 ，尽管这三

个工种都需要掌握特殊技术 。

万历年间 ，一个丝绸匠每天能挣 ０ ．０４ 两银［２２］３３２
。 万历中期 ，私人雇佣的建筑工每天能挣

０ ．０３３两银 ，比工部付的工钱多 ０ ．００３两［２３］卷二七 ，２２
。那么 ，丝绸匠的月工资就是 １ ．２两银 ，建筑工是

０ ．９９两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说的“工资”并非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得 。如果把其他职业中补偿工人

劳动的行为看做是一个标准的话 ，那么“工资”其实要包括伙食和住宿等一些边缘福利 。有时雇主

甚至还会提供衣着 ，并在节庆时分发礼物 ① 。但这里的“工资”是指最终以金钱形式发给工人的报

酬数额 ，所以 ，它只是所有酬劳中的一部分 。通常来说 ，其他一些特殊的津贴也包含在内 ，如旅费 、

酒和工具［２４］８３
。我们能够看出 ，这里刊字匠的工资范围被纳入其他熟练工种中加以比照 ，但他们并

未因为自己的技艺而额外得到更高报酬 ，所以 ，他们的技能也不比其他商品（如丝绸）的单位劳动价

值高 。

对于那些无风险 、无技术要求的劳工来说 ，报酬就更低了 。 １５９７年 ，一个为国子监供水的水夫

每月挣 ０ ．８两银［２３］卷二七 ，１３
。海瑞曾建议驿站的信差每日领 ０ ．２５两银 ，办事员每日 ０ ．０５两 ，有了足

够的收入才能使他们断了索贿的念头［２５］２７ ３５
。这样的话 ，信差的月收入就是 ７ ．５两 ，办事员是 １ ．５

两 ，其年收入分别是 ９０两和 １８两 。但是 ，这些建议中的更高薪水事实上并没有反映办事员和信差

的实际收入水平 。通过欺诈和巧取豪夺 ，他们能够实际弄到手的钱更多 。衙吏的腐败常常是老百

姓经济负担的罪魁 ，也是地方政府开支过度增长的祸首 ② 。

戏剧表演行业的收入往往较高 。有些演员即使只是候场 ，每天也能赚 ０ ．５两银子［２６］卷一三 ，８
。如

果雇佣期是 ３０天的话 ，就能挣 １５两 ，而事实上 ，很多演员肯定都有空闲的日子 。那些提供各种服

务的人还经常能赚到小费 。在小说枟金瓶梅枠中 ，西门庆给戏子 、仆人和信使小费 ，动辄就是 ０ ．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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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居蜜（Mi Chu Wiens）指出 ，１６ 世纪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密切程度降低 ，这一关系由于市场的扩大而从家长式转变为商业性 ，

地主给农民的利益越来越少 。 参见 M ．C ．Wiens ，″Lord and Peasants ：The Six teenth Century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Modern China ，Vol ．６ ，No ．１（１９８０） ，pp ．８ ９ 。

关于通州办事员各种欺诈行为的详细介绍 ，可参见赵世瑜枟明代府县吏典社会危害枠 ，载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枠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６ ５７页 。



０ ．５两银子 ，１到 ５两银子也属寻常［２７］２５９
。

从以上一些晚明工匠报酬的资料来看 ，１两或几钱的印本书籍不是“贱货” ，但却是经济文化较

发达地区的一般平民百姓都有能力购买的文化用品 。跟其他的消费品一样 ，同一本书或相类似的

书 ，如枟论语枠或唐宋诗选集都会有不同档次 、质量和价格的刊本以供选择 。这种情况只有在书籍市

场较高的商业化程度下才能出现 。

四 、结 　论

中国书籍史的研究牵涉很多相关的学科 ，印刷史 、藏书史 、目录学 、经济史 、文学史 、教育史等 。

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 、印刷成本 、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来入手 。印制成

本和书价的研究为其他研究方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虽然明清刊本的成本 、价格的资料极为有

限 ，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有限的资料清理出书籍价格的大概面貌 ，大体计算出明后期至清初的书籍价

格范围与印刷成本 。对成本的估计证明了现存的书籍价格符合当时的物价状况 。

从晚明开始 ，由于雕版刻字匠的工资低 ，造纸成本不断降低 ，书籍市场不断扩大 ，书籍已经在大

多数地区成为一般的消费商品 。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 ，商业印刷迅速扩展 ，书商推出各种类别 、

不同档次的书籍 。大量针对一般读者价格的刊本 ，从建阳 、苏州 、南京 、杭州 、湖州等印刷中心随着

商品贩卖的网络运销全国 。中下档次新出的单册刊本大抵不会超过 １两银 ；科举 、大众娱乐 、实用

的书籍 ，如类书 ，相对会便宜些 。书籍市场上从 １钱到 １两银的书籍应该是很多的 ，１两银以上的

书籍大抵是多卷数 、多册数的大部头书 ，不然便是多精美插图 ，印纸 、装订 、质量较好的针对高端读

者和藏书家的印刷品 。刊本的售价相对当时的消费品物价并非特别高 ，１斤菠菜 、１只鹅的价钱便

可以买到 １本科举参考书 、实用类书或曲本 。对于明清时期的一般读者 ，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较为发

达的江南地区 ，１钱到 １两银子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可以有很多选择 。 １两银以下的书籍不但富

商官宦可以购买 ，贫穷的士人 、一般的工匠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 。

明清的书籍市场是复杂的 ，书籍内容是多元的［２８］
，题材与页面设计多样 ，书籍种类繁多 ，读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购买不同档次的书籍 。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 ，书籍市场

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化及教育的普及不断扩大 ，同时大量刊本也流通全国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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