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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版 印 刷 起 源 考

苍 于
曰 ~、

,

套印是 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所作 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

然而
,

关于套印的起源至

今却是聚讼纷纭
。

本文列举 大量事实
,

从学术墓础和技术基础两个方面说 明套 印始于

元代
,

成于 明末
。

什么是套印 ?套印是将图书的不同内容分别各刻一版
,

然后用不同颜色依次加印在一起的

一种印刷技术
。

套印的产生标志着雕版印刷技术的重大进步
,

在印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中国

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套版印刷的国家
,

套版印刷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

关于套印的起源 问题
,

目前至少有三种说法
:
(一 )辽代说

,

即认为套印始于辽代
,

根据是

1 9 7 4 年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三幅彩印《南无释迎牟尼佛 》
,

该佛身披红衣
,

头部光圈内

红外蓝
, “

南无释迎牟尼佛
”

七字的底色是黄色
。

(二 )元代说
,

即认为套印始于元代
,

根据是元至

元六年 ( 1 3 4 0 年 ) 中兴路 (今湖北江陵 ) 资福寺刻印的无闻和尚注《金刚经 》
,

该经经文红色
,

注

文墨色 ; 卷首扉画
、

松枝墨色
,

书案
、

方桌
、

云朵
、

灵芝
、

人物等均为红色
。

(三 ) 明末说
,

即认为套

版始于明代末年
,

根据是明末阂氏套印的大量图书
。

以上诸说孰是孰非
,

我认为需要从套印的学术基础和技术基础等方面进行研究
、

讨论
。

套印的学术基础

著作方式的多样化
、

评点的盛行是套印产生的学术基础
。

儒家 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

儒家经典是知识分子仕进的敲门砖
。 “

十三经
”
作为封建

社会的畅销书
,

经久不衰
。

经书的著作方式极为纷杂
,

注和疏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
。

雕版印刷

发明之前的儒家经典
,

一般都是本经与注疏分别抄写
,

单独发行
。

雕版印刷发明之后
,

直到北

宋
,

儒家经典仍然是本经与注疏各自单行
。

到了南宋
,

为了阅读方便
,

书坊遂将本经与注疏合在

一起
。

正如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
·

注疏旧本 》所说
:

唐人撰九经硫
,

本与注别 行
,

故 其分卷亦不与经 注同
,

自宋以后刊本
,

欲省两读
,

合注与硫为一书
,

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炙
。

… … 尝见北 宋刻 《尔稚疏 》
,

亦不载注文
,

盖

邢叔明奉招撰疏
,

扰遵唐人旧式
。

谅《论语 》
、

《 孝经 》硫亦 当如此
,

惜乎未之见也
。

除了把多种著作方式的内容 合在一起之外
,

南宋还出现一种新的著作方式— 评点
。

所谓
“

评
”

即评 论
,

就是对书的 内容发表意 见
,

这些意 见一般写在夭头上
,

因此又 叫
“
眉批

” ;
所谓

“

点
” ,

即圈点
,

就是遇到精彩之处
,

在字旁加上圈点
,

说明这些地方语意深刻
,

应当深思
。

评点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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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比较零碎
,

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
,

但它却很 自由
,

常常能讲出大块文章难以讲到的妙处
,

寥寥

数语
,

就能画龙点睛
,

因此颇受人们的欢迎
。

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 》
、

楼防《迁斋古文标注 》
、

谢

杭得《文章规范 》等是最早评点的一批图书
。

宋末刘辰翁尤以评点著称于世
。

刘辰翁 ( 1 2 32 一

1 2 9 7 年 )
,

字会孟
,

号须溪
,

庐陵 (今江西吉安 )人
,

南宋词人
,

入元不仕
。

他先后评点过《老子 》
、

《庄子 》
、

《列子 》
、

《班马异同 》
、

《世说新语 》
、

《孟浩然诗集 》
、

《王摩洁诗集 》
、

《李长吉歌诗 》以及杜

甫
、

苏轼
、

陆游等人的诗
。

刘辰翁是第一个对笔记小说进行评点的人
,

他对《世说新语 》的评注开

了我国评注笔记小说的先河
。

元代评点之法逐渐成熟
,

程端礼在《程 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对

圈点方法作了具体规定
。

该书《勉斋批点四书例云 》 :

红 中抹
:

纲
、

凡例 ; 红旁抹
:

髻语
、

要语 ; 红点
:

字义
、

字眼 ; 黑抹
:

考仃
、

制度 ; 黑
.

咨
、 :

补 不足
。

该 书《批点韩文凡例 》 (议论体 ) 云
:

一
、

句读并依点经法

一
、

大段意尽
,

黑画截 (于此玩篇法 )

一
、

大段内小段
,

红画截 (于此玩章法 )

一
、

一小段内细节 目及换易句法
,

黄半画截 (于此玩句法 )

一
、

论所举所行事实及来书之 目及所以作此篇之故
,

每篇首末常式
,

黑侧抹

一
、

所论援引他书及考证及举制度及举前代国名
,

青侧抹

一
、

所论纲要及再举纲要及或问体问目及提问之语及断制之策
,

黄侧抹

一
、

义理精微之论
,

黄中抹

一
、

凡人姓名初见者
,

红中抹

一
、

缴上文结上文紧切全句或发明于事实之下
,

或先发 明事之所以然于事实之上者
,

红侧

圈

一
、

转换呼应字及用力字及缴结句内
,

虽已用红侧圈而字合比例者每字
,

黄侧圈 (于此玩字

法 )

一
、

假借字先考始音随四声
,

红圈

一
、

有韵之韵
,

黑侧圈

一
、

造句奇妙者
,

红侧点

一
、

补文义不足
,

黑侧点

一
、

譬喻
,

青侧点

一
、

要字为骨初见者
,

黄正大圈

一
、

要字为骨再见者
,

黄正大点

实在繁琐之极
。

但既为程氏家塾学生读书所用
,

可见应用相当普遍
,

学生都要记住这些办法
。

该

书还谈到了圈点工具的制作方法
:

所用 点子 以果斋史先生法
,

取黑角牙 ,,J 柄
,

一 头作点
,

一 头作圈
,

至妙
。

凡金
、

竹
、

.

木及白角
,

并刚燥不 受朱
,

不可 用也 (适法
:

先削成光圈如所欲点大 小
,

磨平
。

圈子先以

锥子钻之
,

而后 舌J之如所欲 )
。

元代方回亦喜评点
,

他所编唐宋诗选《演奎律髓 》以评点的形式标榜江西诗派
。

明代评点之风最

盛
,

杨慎
、

李蛰
、

钟惺
、

孙扩等都评点了不少图书
。

杨慎 ( 1 4 8 8一 1 5 59 年 )
,

字用修
,

号升庵
,

新都

(今属四川 )人
,

文学家
。

他先后评点有《晏子春秋 》
、

《胃子 》
、

《关尹子 》
、

《亢仓子 》
、

《商子 》
、

《邓析

子 》
、

《公孙龙子 》
、

《鬼谷子 》
、

《黄石公素书 》
、

《谭子化书 》
、

《草堂诗余 》等
。

其批点方法见 《杨升庵

批点 <文心雕龙 ))) 卷端《与双禺山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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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点《文心雌 龙 》颇得刘舍人精意
。

其用色或红
、

或黄
、

或绿
、

或青
、

或白
,

自为一

例
,

正不必说破
,

说破又宋人 类
。

盖立意一定
,

时有出入者
,

是 自乖其例
。

人名用抖 角
,

地名 用长圈
,

然亦有不然者
,

知黄孤对司马
,

有苗对无棣
,

虽来人名地名
,

而俪偶之切
,

又当用青笔圈之
,

此岂区区 宋人之所能尽 !

李 赞 ( 1 5 2 7一 1 6 0 2 年 )
,

号卓吾 (又号笃吾
、

宏甫等 )
,

晋江 (今福建泉 州 ) 人
,

文学家
、

思想

家
。

他评点有 《陶渊明集 》
、

《王摩诸集 》
、

《方正学文集 》
、

《龙溪先生语录抄 》
、

《于节阁集 》
、

《杨椒

山集 》等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李蛰大胆冲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学的传统偏见
,

大力推崇通俗文

学
,

评点有 《水浒传 》
、

《三国志通俗演义》
、

《琵琶记 》
、

《倪纱记 》
、

《金印记 》
、

《绣孺记 》
、

《香囊记 》
、

《 鸣凤记 》
、

《西厢记 》
、

《玉替记 》
、

《玉合记 》
、

《西游记 》
、

《幽闺记 》
、

《红拂记 》等一大批通俗小说
。

钟 惺 ( 15 2 7一 1 6 2 4年 )
,

字伯敬
,

竟陵 (今湖北天门 )人
,

万历进士
,

文学家
.

他先后评点有 《诗

经 》
、

《道言 》
、

《辨言 》
、

《术言 》
、

《盐铁论 》
、

《德言 》
、

《文心雕龙 》
、

《水浒传 》
、

《封神演义 》等
。

孙扩
,

字文融
,

号月峰
,

万历进士
,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

他先后评点有《诗经 》
、

《尚书 》
、

《礼记 》等 43 种

著作
。

明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
, “
四书

”
以朱熹的《四书集注 》为标准

,

五经以宋元注疏为准

绳
.

为了启导后学
,

四书五经的评点著作尤其泛滥成灾
,

四书讲章充斥天下
。

总而言之
,

评点和合刻经注均始于南宋
,

评点至元代而成熟
,

至明代而极盛
。

自从唐代发明

雕版印刷以来
,

用同一墨色印刷不同内容有诸多不便
。

天长 日久
,

辗转传刻
,

很容易把各种批点

混在一起
;
对于读者来说

,

黑糊糊一片
,

也不知重点所在
.

著作方式的多样化
、

评点的产生
,

向人

们提出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

如何把不同著作方式 (主要指正文和批点 )加以区别呢? 这样
,

套

印的发明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套印的技术基础

古代印染和纸币雕造技术是套印产生的技术基础
。

《诗经
·

幽风
·

七月 》云
; “
七月鸣鸡

,

八月载绩
。

载玄载黄
,

我朱孔扬
,

为公子裳
” 。

这首诗说

明先秦纺织品 已是五颜六色
,

人们做衣服时特别注意选择颇色
。

印染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

早在距今夭大约五万年到十几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
,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红色矿物

染料
。

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
,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植物染料
。

周代
“

染人
”

是

负责丝 帛染色的专门官吏
。

周代已经掌握了媒染和套染的方法
。

所谓
“

媒染
” ,

即采用媒染剂进

行染色
,

如茜草用明矾为媒染剂可以染出红色
。

所谓
“

套染
”

即采用多种染料依次加染
,

如染蓝

之后
,

再用黄色染料套染而 为绿色
; 染红之后

,

再用蓝色染料套染而为紫色
;
染黄之后

,

再用红

色染料套染而为橙 色
,

等等
。

秦汉时期染色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
.

19 7 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出土的金银色 印花纱是用三块凸版套 色印染而成
.

由于定位不准
,

印花纱上间有叠印
、

疏密不

均之处
。

另据唐代刘存《事始 》转引《二仪实录 》的话说
: “

夹撷
,

秦汉始有之
。 ”

夹撷是一种印花染

色的方法
,

最早的夹撷染色法是用两块木板镂空雕刻同样花纹
,

把绢布对折夹在中间
,

然后在

雕空处着色夹染成为对称的各色花纹
。

这说明早在秦汉时期已发明了镂空版染色技术
。

南北

朝时期
,

夹撷工艺有了较大发展
,

据说北魏孝明帝时
,

河南荣阳有一个人用夹撷法印了 4 00 匹

带有紫色花纹的丝绸向官府行贿
,

弄到一顶刺史的乌纱帽
。

隋大业年间
,

隋场帝命工匠加工五

色夹缴花罗裙数百件
,

赐给宫女
、

百官夫人等
。

唐代重视染织
,

规模越来越大
,

专门设立了管理

染织的部门
。

唐贞观间设立染织署
,

管理包括 6 个练染作坊在内的 25 个染织作坊
。

唐代夹撷

印染技术已经相当普及
,

据宋王说《唐语林 》卷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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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宗柳婕好有才学
,

上甚重之
。

婕好妹适赵氏
,

性巧慧
,

因使工楼板 为杂花
,

象之

而 为夹绷
,

因婕好生 日
,

献王皇后一 匹
,

土 见而 赏之
,

因杜 宫中依样制之
,

当时芒秘
。

后

渐出
,

遮于天 下
。

乃为至贱所服
。

唐代用夹撷工艺印染的屏风
,

花纹对称
,

极富美感
。

除了夹绷之外
,

唐代还有荡缴
、

绞撷
、

拓印等

印染方法
。

敦煌发现的唐代拓印对案对禽纹绢
,

是 自东汉以后销声匿迹的凸版印花技术的再

现
。

宋代依然盛行各种撷染工艺
,

据《宋史
·

舆服制 》 :

仁宗天圣二 年诏
: “
在京士庶不 得衣黑揭地白花衣服并蓝

、

黄
、

萦地摄晕花样
,

妇

女不得将白色
、

褐色毛段并淡揭色匹 帛制造衣服
,

令开封府十 日断绝… …
”

可见
,

领染产品于宋流行甚广
,

官方明令禁止
。

徽宗时还禁止民间制造夹撷镂空印花板
,

商人也

不许贩卖夹撷花板
。

但是
,

由于撷染成风
,

官方屡禁不止
。

元代官方重视染织
,

各级官府都成立

了主管染织的部门
,

属于中央的有工部大都染局
、

工部织染人匠提举司
、

将作院续锦织染提举

司等
;属于地方的有冀宁路织染提举司

、

保定织染提举司
、

云州织染提举司
、

大同织染局
、

怀庆

路织染局
、

杭州织染局
、

建康织染局等
。

据元张铱 《金陵新志 》记载
,

属于建康织染局的东织染局

就
“

管人匠三千六户
,

机一百五十四张
,

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
, ”

可见规模之大
。

明代染织

工艺发展更快
。

官府设立颜料局专掌颜料
,

织物染色品种计有大红
、

红
、

水红
、

桃红
、

闪红
、

青
、

天

青
、

黑青
、

绿
、

黑绿
、

墨绿
、

油绿
、

沙绿
、

柳绿
、

蓝
、

沉香
、

玉色
、

紫
、

黄
、

柳黄
、

白
、

葱白等数十种
。

染色

工艺更为多样
,

单是夹撷一类就可细分为檀撷
、

蜀撷
、

锦撷
、

撮撷
、

玺撷
、

儿撷
、

浆水撷
、

三套撷
、

哲缴
、

鹿胎斑等九种方法
。

各地染色技术也出现百花争艳的局面
,

出现湖州染式
、

锦江染式等不

同地方体系
。

具有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印染品也 日渐增多
。

以上是明代以前染织业的大概情

况
。

纸币首先出现在北宋
,

当时称为
“
交子

” 。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

也是中华民族对于人

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
。

宋代出现纸币既有经济原因
,

又有技术原因
。

就经济原因而言
,

交子

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
,

它起源于唐代的飞钱
。

早在唐初
,

市场上还是钱帛并行
,

绢帛可以

行使货币的职能
,

当时的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以物换物的发展水平上
。

唐代中叶以

后
,

铜钱 日益排挤绢帛
,

出现了飞钱
。

所谓
“
飞钱

” ,

就是两地之间汇兑的票券
,

甲地的钱可执券

在乙地汇兑
。

到了北宋
,

绢 帛大体上 已终止了货币的职能
。

当时铁钱
、

铜钱并行
。

铁钱是一种

价贱而笨重的铸 币
,

一贯钱重 3
.

9 千克
。

买缕罗 l 匹
,

须用 20 贯铁钱
,

共重 78 千克
。

商人如出

卖 10 匹绩罗
,

得钱 20 。贯
,

钱重 78 0千克
,

须用大车来拖
。

铁钱笨重之至
,

对于买卖双方都不方

便
,

于是纸币
“
交子

”

应运而生
。

交子可以兑换现钱
,

也可以流通
。

交子最早出现在宋真宗大中

祥符四年 ( 1 0 1 1 年 )
,

起初仅 由 10 几户富商发行
,

后来由于富商破产等原因常常不能兑现
,

诉

讼纠纷叠出
,

因此到了宋仁宗夭圣元年 ( 1 0 2 3 年 )
,

交子的发行工作由官府接收
。

由于纸张和印

刷质量方面的原因
,

交子不能长期使用
,

而是分界发行
,

定期回收
。

正如 《宋史
·

食货志 》所说
:

会子
、

交 子之法
,

盖有取于唐之 飞钱
。

真宗时
,

张咏镇蜀
,

患蜀人铁钱重
,

不便贫

易
,

设质剂之法
,

一交 一婚
,

以三 年为一界而换之
,

六十 五年为二十 二界
,

谓之交子
,

富

民十六 户主之
。

后富民货梢衰
,

不能偿所负
,

争讼不 忽
,

转运使锌田
、

张若 谷请里益州

交子务
,

以榷其出入
,

私造者禁之
。

就技术原因而言
,

宋代雕版印刷初步繁荣
,

完全有能力雕造交子
。

早在宋初
,

四川就雕造《大藏

经 》5 0 4 8 卷
,

显示了雕版的雄厚实 力
。

雕印交子对于 四川来说
,

当然不在话下
。

交子
、

会子是怎

样制造的呢 ? 根据朱熹《朱文公集
·

按唐仲友第六状 》
、

明曹学侄《蜀中广记 》等书记载
,

其制造

方法大约可分四道工序
:
(一 )刻版

。

唐仲友伪造会子用的是
“
梨木板一片

” ,

版面包插图案
、

出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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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等
。

版面制作十分精细
,

方寸之版
,

需
“

十日雕造
” .

(二 ) 印刷
。

(三 )手写币值及官押字号
,

字号写在青色花卉图案之上
。

唐仲友伪造会子请能
“
传神写字

”

的贺选担任了这项工作
。

(四 )

铃印
。

印章共六颗
,

六印是什么颜色
, 《蜀中广记 》与《朱文公集 》说法不一

:

前者说是二墨一蓝一

朱
,

后者说是
“

朱印三颗
” ,

未知孰是
。

崇宁四年 ( 1 1 0 5 年 )
,

交子易名
“
钱引

” ,

除了闽浙等地之

外
,

在全国各路发行
。

南宋除了钱引之外
,

还有河池银会子
、

两淮交子
、

湖广会子
、

铁钱会子
、

关

子等多种纸币
.

南宋初期
,

民间通行一种便钱会子
。

绍兴三十年 ( 1 1 6 0 年 )改为官办
,

行于两浙

等地
,

这种会子仍然采用一版套色印刷
,

上半部为严禁伪造会子的赏罚规定
,

并用大字标明发

行机关为
“

行在会子库
” 。

由于梨木质地不坚
,

官制会子多系铜版
。

金国纸币叫
“

交钞
” 。

元代是

古代纸币最盛行的时期
,

市场流通的货币除了银元宝之外
,

几乎全是纸币
。

明代初期沿用元制
,

用钞不用钱
,

禁用金银交易
。

后改为钱钞并行
,

以钞为主
。

洪武八年 ( 1 3 7 5 年 )发行
“
大明通行宝

钞
” ,

一贯钞长 36
.

4 厘米
,

宽 22 厘米
,

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纸币
。

以上是明代以前纸币的大概情

况
。

印染纺织品
、

雕印纸币和套版印书虽然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

但它们之间有联系
。

据《朱文公

集
·

按唐仲友第三状 》
,

唐仲友不仅刻书
、

伪造会子
,

而且
“

雕造花版印染斑撷之属
” 。

这里有一

个问题值得深思
:

为什么唐仲友能够兼事刻书
、

伪造会子和撷染 ? 因为印染纺织 品
、

雕印会子和

刻书三者有许多共同之处
,

它们都离不开雕版
、

印刷两个最基本的工序
。

一个工人完全可以把

印染
、

雕印会子
、

刻书三件事情全部兼起来
,

完全可能一身而三任
。

既然如此
,

刻工在刻书过程

中
,

就会 自然的把印染
、

雕印会子过程中的套印技术借鉴到刻书中去
。

套印图书接受来 自印染
、

雕印会子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

也许有人会问
:

既然印染套印
、

雕印会子源于宋代或宋代

以前
,

为什么宋代没有套印图书呢 ? 有二个原因
,

一是宋末虽然出现了评点
,

但 尚未盛行
,

宋代

有套印图书的技术基础而无学术基础
,

因而不可能出现图书套印
。

二是宋代雕印会子属于套色

铃印
,

与套版印刷是不一样的
。

套印的起源

套印是在朱墨写本的启发下发明的
。

公元前 2 世纪以后
,

我国陆续出现了很多传注之类的解释性著作
,

如 《春秋 》有左 氏传
、

公

羊 传
、

谷梁传等
,

《春秋左氏传 》又有晋杜预注
,

唐孔颖达疏
; 《史记 》有刘宋裴咽集解

、

唐司马贞

索隐
、

张守节正义
,

等等
。

为了便于学 习
,

必须想办法把不同制作方式的内容用不同颜色加以区

别
。

早在 1 世纪时
,

研究《春秋 》的贾透
、

董遇等人就已经用朱墨二色来写 《春秋 》的传注
.

7 世纪

初
,

陆德明《经典释文 》也
“
以墨书经本

,

朱字辩注
,

用相分别
,

使较然可求
”
(陆德 明《经典释文

·

序录 )))
。

敦煌所出唐写本佛经也有用朱墨二色分写经注的
,

例如李隆基注《道德真经疏 》
,

经文

朱书
,

疏文墨书
。

以上朱墨抄本既能区别不同内容
,

又能给人以美感
,

一举而两得
.

雕版印刷发

明以后
,

怎样发扬朱墨抄本的优 良传统 ? 成为人们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
。

套印的产生经历了墨

版
、

一版套色
、

两版套印
、

多版套印等漫长的演变过程
。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

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均采用墨版印刷的形式
。

所谓
“
墨版印刷

” ,

就是用单一墨色印刷不同著作方式的内容
,

其主要做法有
:
(一 )用大字和小字把不同著作方式

的 内容区别开来
,

一般是正文大字单行
,

注文小字双行
; (二 )用阴文和阳文把不同著作方式的

内容区别开来
,

如有人在刻印《神农本草经 》时
,

用阴文表示经文
,

用阳文表示名医传注
; (三 )用

加括号的办法把传注之类同正文加以区别
。

以上各种方法虽然保证了不同著作方式内容的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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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
,

但是久而久之
,

传刻多次
,

很容易把正文同注疏混在一起
,

后人要做到
“ 以贾还贾

、

以孔还

孔
、

以陆还陆
,

以杜还杜
,

以郑还郑
” 。

(段玉裁《经韵楼集
·

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 )是很困难的
,

为古籍整理增添不少麻烦
。

而且用单一墨色印刷也远远不如朱墨抄本那样红黑分明
,

朱墨灿

然
,

既醒目又美观
。

于是
,

人们继续探索
,

找到了一版套色的印刷方法
。

所谓
“
一版套色

”
是指在同一版片上依内容敷彩的印刷方法

。

1 9 7 3年 8 月
,

陕西省文管会

在修整《石台孝经 》碑身时发现一幅《东方朔盗桃版画 》 ,

该画用墨绿等色印制而成
,

据专家分

析
,

当是宋金作品
。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版套色作品
。

直到明代
,

不少版画仍然采用

一版套色的印刷方法
。

现在争议 比较大的是元至元六年 ( 1 3 40 年 ) 中兴路资福寺元闻和 尚注

《金刚经 》
,

有人说是双版套印
,

王重民先生认为是一版套色
。

他在《套版印刷起于徽州说 》一文

中说
:

这个印本的经文是根据鸡摩罗什的译本
,

注解是资福寺僧思聪作的
。

正是采用 了

《经典释文 》的方法
,

经文大字朱印
,

注解双行蚕印
。

每页上的经文不到几个字
。

它的

印 法虽说使用 了朱墨两 色
,

但恐怕不是两版套印
,

而 只是用一版涂止两种颜色印成的

( 当不是用一块版
,

涂两次色
,

印 两次 )
。

这是朱墨印法第一次创造性的试验
,

是朱墨套

印 法的发 明必须经过的阶段
。

从这样的试验和 实践过程中
,

自然能够提出新的启示和

更进一 步的追求 了
。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部朱墨印本是用套版 印别的
。

但我认为 由

于这个印 本的本身显示不 出套印的泉迹
,

就每 页上仅有的几个红 色大字看来
,

反倒 强

烈的显示 出可 能是用一版涂两 色印成的
。

(《安徽历史学报 》 19 5 7 年创刊号 )
。

台湾昌彼得先生对原件进行研究之后
,

在《元刻朱墨本 (金刚经 >题识 》中说
:

惟就此印本细 察研究之
,

实来一版而先墨后朱分两次印成
。

王
、

昌二氏虽对印刷次数有不同看法
,

然
“
一版套色

”
之见则不约而同

。

考江陵为宋荆湖北路治

所
,

子元为中兴路治所
,

四通八达
,

如无闻和尚注 《金刚经 》果为两版套印
,

则这种印刷技术当会

很快传遍全国
。

然而
,

事实是直到 17 世纪初年才出现真正的两版套印作品
,

中间二三百年
,

无

声无息
,

这就说明该书似非两版套印
。

又江陵刻书历史悠久
,

宋代江陵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刻有

《建康实录 》
、

江陵府先锋隘李安桧刻有 《大方广佛华严经 》
、

江陵郡斋刻有 《项 氏家说 》等书
,

元

代中兴路儒学刻有《春秋比事 》等书
。

如无闻和尚注《金刚经 》果为两版套印
,

则江陵本地书商当

会捷足先登
,

首先采用这种印刷技术
,

然而事实是两版套印肇于浙江
,

而非江陵
,

这也说明该书

似非两版套印
。

一版套印虽然比墨版有所进步
,

但敷彩极烦
,

必须慎之又慎
,

圈点敷彩
,

尤为费

力
。

因此
,

这种方法并没有推而广之
,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
,

评点著作仍然采用墨版印刷的形

式
,

例如 明嘉靖三十五年 ( 1 5 5 6 年 )奇字馆刻杨慎批点《振秀集 》
、

明嘉靖三十九年 ( 1 5 6 0 年 )华

云刻杨慎批点 《禺山七言律诗 》
、

明万历元年 ( 15 7 3 年 )刻慎蒙批点 《皇朝文则 》
、

明万历九年

( 1 5 8 1 年 )刘怀恕刻穆文熙《批文明诗 》
、

明万历二十一年 ( 1 5 9 7 年 )梅庆生刻《批点 (文 心雕龙 >

音注 》
,

明万历三十八年 ( 1 6 10 年 )刘龙田刻钱谦益评点 《唐诗选玉 》
、

明万历四十三年 ( 1 6 15 年 )

龚少山刻陈继儒评点《春秋列国志传 》等均为墨本
。

其中明万历二十一年 ( 1 5 9 3 年 )梅庆生刻

《批点 <文心雕龙 )音注 》采用各种符号代表圈点颜色
,

此书刻于南京
。

南京地处交通要道
,

刻书

历史悠久
。

如 当时果有两版套印
,

梅 氏定会采用
。

既然梅氏以符号代替圈点颜色
,

那就似可说

明当时尚无两版套印之法
。

尽管梅庆生花样翻新
,

标新立异
,

但他用的仍然是墨版印刷
,

并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评点著作的印刷问题
,

于是人们继续探索
,

直到 20 多年后
,

才发明了两版套印的

方法
。

两版套印在技术上至少有下列三项要求
:

第一
,

两版的版式
、

行格
、

字体必须绝对一致
,

否

·

1 2 5
·



则加印在一起
,

就可能驴头不对马嘴
。

第二
,

套印时要特别注意版片的卷页顺序
,

必须一一相

对
,

否则圆凿方柄
,

不能浑然一体
.

明凌森美朱墨本《选赋 》就有过这样的错误
,

该本有签记云
:

卷四 第五十 一 页套版
,

错用在五十二页 ; 五十二 页套版
,

错用在五十 一 页
,

俱改

正
。

改字一 百零七个
,

添字二个
,

删字十四个
,

添圈一 百零七个
,

删 圈十二个
,

添点八十

一个
,

删点十 一个
,

加方框一个
。

第三
,

套印时除 了卷页一一相对之外
,

还要做到行次
、

边栏相对
,

否则就会造成叠印
。

明万历四

十四年 ( 1 6 16 年 )吴兴阂齐极刻《春秋左传 》是我国最早的朱墨套印本
,

阂氏在凡例中说
:

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
,

俱就原版墨印
,

艺林厌之
。

令另刻一板
,

经传用墨
,

批评 以

朱
,

校禅不 含三五
,

而钱刀之靡
,

昨所计类 ! 五之帐 中
,

当无不心赏
,

其初学课业
,

无取

批评
,

则有墨本在
。

考阂齐极 ( 1 5 7 5一 ? 年 )
,

字及五
,

号寓五
,

晚年 自号
“
三山极客

” 。

诸生出身
,

曾竭 50 年之精力
,

著

《六书通 》一书
,

成书那一年
,

已逾 82 岁
。

阂氏一门除了阂齐极以外
,

还有阂齐华
、

阂光瑜
、

阂迈

德
、

阂洪德
、

阂昭明
、

阂元衙
、

阂映璧
、

阂象泰
、

阂无颇
、

阂振业
、

阂振生等
,

他们都刻过书
。

其中以

阂齐极最著名
。

阂齐极刻有朱墨本《东坡易传 》
、

《老子 》
、

《庄子 》
、

《列子 》
、

《楚辞 》
、

《陶靖节集 》
、

《韦苏州集 》
、

《王右垂集 》
、

《韩昌黎集 》
、

《柳宗元集 》
、

《孟浩然集 》
、

《花间集 》等
。

阂齐极刻印《春

秋 左传 》的第二年 (即万历四十五年 )
,

在朱墨本的基础上又刻 出三色本《孟子 》
,

万历四十七年

( 1 6 19 年 )又刻出三 色本《国语》和《战国策 》
。

尽管多版套印与两版套印没有本质的区别
,

但是

多版套印是在两版套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两版套印在前
,

多版套印在后
。

总而言之
,

套印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

学术基础和技术基础二者不可或缺
。

学术基础是必要性
,

技术基础是可能性
。

只有必要性而无可能性
,

就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
; 只有

可能性而无必要性
,

再大的发明创造也不过是一堆废物
。

辽代彩印的南无释迎牟尼佛像是套版

印染品
,

而不是套版印刷品
,

印染和印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不能混为一谈
,

尽管二者有许多相

通之处
。

从技术上讲
,

南无释迎牟尼佛像采用的是传统的丝漏套版印染技术
,

印前首先制作漏

板
,

印时将绢对折
,

按照不同部位
,

分别填上红
、

蓝二色
,

然后将绢面展开
,

就成一幅左右对称的

佛像
。

由于漏印之法不易印出精细的线条
,

所以佛像的体形
、

衣着不甚清晰
,

有些地方留下手工

涂抹
、

勾画的痕迹
.

从学术上讲
,

南无释迎牟尼佛像印制于辽代统和间 ( 9 8 3~ 1 0 1 1年 )
,

相当于

北宋早期
,

当时还没有经注合刻
,

也没有出现评点
,

因而缺乏发明套版印刷的学术基础
。

另外
,

如果南无释迩牟尼佛像真是套版印刷
,

为什么对以后的数百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呢?元至元六

年 ( 1 3 40 年 )中兴路资福寺一版套印的《金刚经 》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套印
,

但它开了套版

印刷的先河
,

可以看作是套版印刷的初级阶段
。

明末阂氏首次采用双版套印
,

从此
,

套版印刷技

术便进入成熟阶段
,

套版印刷乃逐渐遍及天下
.

(贵任编辑 江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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