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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印刷术发源地的神秘面纱

— 评曹之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王 国 强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
,

一直为众多学者探索之

题
.

从东汉开始
,

直至宋代
,

其间的每一个朝代都曾

被不同学者指陈为印刷术起源的时代
.

近半个世纪

来
, “

唐代说
”

脱颖而出
,

影响甚广
,

许多教材和论著

竟倡此说
。

然而
, “

唐代说
”

先天不足
,

或似是而非
,

或咬文嚼字
,

或捉襟见肘
,

或浅尝辄止
,

它无法回答

来自不同方面的洁难
,

在众多的问号面前显得苍白无

力
。

显然
,

原有的
“

唐代说
” ,

就严格的学术意义而言
,

是无法成立的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仍是一个不解

之谜
。

那么
,

能不能产生出一部著作
,

哪怕只有一部
,

把己有的成果加以总结
,

对纷纭的学说予以清理
,

以

新的方法和材料
,

得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结论呢? 武汉

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曹之先生所著 《中国印刷术的起

源 》
,

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

该书继往开来
,

推陈出新
,

以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

全方位
、

多学科地论证
“

唐

代说
” ,

使
“

唐代说
”

建立在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
。

这是一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总结性著作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一书共分 12 章
。

前 10 章从

社会需求
、

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三个方面论述了雕版

印刷术的起源
;

第 n 章论述了泥活字
、

木活字和铜活

字印刷术的起源
;

第 12 章论述了套版印刷术的起源
。

全书 43 万字
,

86 幅插图
。

以崭新的思路展开论证
,

是该书的第一特点
。

印

刷术的产生绝非是偶然发生的事件
,

它是在广阔的历

史文化背景下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

作者认为
,

研究者应当广开思路
,

把印刷术的起源放到历史的大

气候中考察
,

这可 以称作
“

大印刷史观
” 。

所谓
“

大印

刷史观
” ,

就是把印刷术的起源看作一个综合的文化

现象
,

看作社会的
、

技术的各种因素激荡相生的过程

和结果
,

避开
一

单层次的叙述
、

片言只语的记载或难以

·

1 2 8
·

成为论据的文字陷阱
。

这种思路是印刷术起源研究史

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

它可以指引到达终点的基本途

径
。

的确
,

当我们以新的 目光来审视某一不成问题的

问题时
,

往往会发现其中的破绽
。

建筑在沙土上的大

厦毕竟容易倒坍
。

旅居美国的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倡导
“
大历史观

” ,

令人耳目一新
。

曹先生以其多年的研究

心得
,

提出了
“

大印刷史观
”
的新思路

,

并率先垂范
,

无疑开辟了人类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天地
。

正是在此基础上
,

曹先生新创了研究印
`

刷术起源

的一整套科学方法
,

这构成了该书的第二特点
。

在基

本的方面
,

作者把理论分析
、

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三

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

广开思路
,

上下古今
,

进行了充

分的论证
。

尤其是理论分析方面
,

曹先生发前人所未

发
,

独创了一系列的研究方向
。

曹之先生认为
,

理论分析离不开社会需求
、

物质

基础和技术基础
。

社会需要是发明创造的客观要求
,

作者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
,

这些社会需求是
:

( 1) 著

者需求
,

即著者希望以最快
、

最好的方式把作品公诸

社会
,

以存久远
。

(2 ) 读者需求
,

即读者希望社会提

供大量的图书复本
,

改变自己抄书的现状
。

( 3) 抄书

者需求
,

抄书者希望尽快摆脱抄书之役
,

从书坊中得

到解放
。

( 4) 书商需求
,

即书商希望社会提供取之不

尽
、

物美价廉的图书商品
,

繁荣图书市场
。

( 5) 藏书

家需求
,

即藏书家希望 不断补充家藏
,

增加品种与数

量
。

( 6) 外交需求
,

即一 些 民族和 国家要求进 门更多

的中国图书
,

扩大友好交往
。

( 7) 佛教需求
,

即善男

信女要求用最先进的手段复制佛经
、

广积功德… … 这

一切社会需求到了一定的时候
,

都会千呼万唤新的图

书制作的方式
。

所谓
“

物质基础
” ,

是指发明创造的物

质前提
,

主要指纸
、

笔
、

墨等
,

雕版印刷术必须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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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质制造技术发展到相当阶段时才
`

会出现 所谓

’’

技术基础
” ,

是指发 明雕版印刷术所需要的 各种技

术
。

该书概括为
:

刻字技术
,

印刷字体的选择
,

反文

阳刻技术
,

印刷技术
。

这是
一

个逐步产生
、

发展
、

完

善的过程
。

从来没有哪
一

部书像本书这样详细系统
。

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对于 沦证印刷术的起源十

分重要
。

曹先生 不仅对于 人址的文献记载进行排 比
、

分析
,

而 且对于那些隐隐约约
、

若明若暗的文 字进行

钩玄索隐
,

对 于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记载
,

加以 鉴别
、

考辨
,

显示 了文献史家沉稳谨慎的风度
。

本书第 9 章

第 2 节用 5 种表格列举 r Z。。 O 多年来古籍的发现和

出土情况
,

曹先生写道
: “

如此悠悠的岁月
,

如此茫茫

的大地
,

如此密密的墓穴
,

如此频频的机会
,

都没有

发现
一

件西汉魏晋南北朝和 隋代的印刷品
,

这决不是

古墓的 吝音
、

历史的偶然
,

它向人们传递 了
一

个重要

信息
:

唐代以前确实没有发明雕版印刷
,

雕版印刷 的

发明时间非唐代莫属
。 ”

的确
,

出土文物以无声的语言

向人们宣告了 一 个有力的结论
,

它远远胜过千言万

语
,

万语千言
。

如果把上述内容看作研究印刷术起源的物证
,

曹

先生还密切注意到 了大量的旁证
。

这些旁证的出发点

是
:

印刷术发明应用 以后
,

必然给社会文化界
,

尤其

是文献界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社会效果 )
,

例如私

人藏书
、

书目编纂
、

官方赐书
、

书业贸易
、

图书亡佚

诸方面都会受到极大影响
。

通过宋代以前各时代上述

内容的 比较
,

使得
“

唐代说
”

的立论更加接近事情的

真相
,

达到无懈可击的境界
。

本书的恢弘气势和谨严

体例使它有资格根本不必理会可能会有某些具体方

面的洁难
,

因为她是一个整体
。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
,

作者除 了利用 常见的文献考

证法外
,

还较多地使用了比较研究法
,

计量研究法等
,

使立论建立在准确的数据之上
。

据统计
,

全书的统计

表格有 20 多个
, 《中国丛书综录 》 、

俞剑华 《 中国美术

家人名辞典 》 、

杨殿殉 《石刻题跋索引 》 等大型 图书令

人望而生畏
,

对其进行计量分析
,

当是电脑的事情
,

然

而
,

作者竟然用手工完成了
。

为得到这些数据所付出

的辛勤劳动是可想而知的
。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的第三个特点是披露 了印

刷术起源的大量的新资料
。

该书征引 了众多正史
、

笔

记
、

诗文中的资料
,

且多未见于其他印刷史论著
。

这

些新史料
,

不仅有助于本书的论证
,

也为今后关于印

刷术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宝 藏
。

诚如作者所言
,

他偏爱
“

竭泽而渔
”

的研究方法
:

研究问题
,

先把材

料 网罗无遗
,

然后进行由此及彼
、

由表及里
、

去粗取

精
、

去伪存真的考证功夫 例如在研究
“

印纸
”

时
,

作

者遍查 《全唐文 》
、

《全唐诗 》
、

《新唐书 》
、

《 旧唐书 》
、

《宋史 》
、

《 资治通 鉴 》
、

《全宋文 》
、

《文苑英华 》
、

《太平

厂
`

记 》 等
,

还有唐宋杂史
、

笔记
、

别集
,

把唐宋文献

中有关
“

印纸
”

的记载搜罗殆尽
,

然后着手分析研究
。

又 如 (/ 汉书 》
、

《后汉 书 》 中关于 帛书的记载
, 《晋书 》

以及南北朝九史关于纸书的记载
,

作者如
.

数家珍
,

一

一

条列
。

我曾设想
,

如果曹先生把搜集到的全部资料

汇编为 《 中国印刷史史料》
,

那一定是斐然可观的
。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开拓
,

作者才提出了许

多新的观点
,

这是该书的第四个特点
。

通过科学分析
,

本书提出了 自己独特的见解
,

大到印刷术的起源时

间
,

小至某些具体问题
。

例如
,

一般认为拓印技术起

源于南北朝或隋朝
,

作者则从训话
、

著录体例
、

石经

的流传等方面认为此说不可信
,

而直至唐代始有拓

印
。

又如 《弘简录 》 是否
“

述而不作
” ,

作者对
“

令梓

行之
”

作了精密的考辨
,

从训话
、

原始材料
、

文字同

异以及唐代内府图书的制作诸方面分析 了邵经邦 氏

《弘简录 》 关于
“

梓行
”

《女则 》 的记载不足为凭
,

其

中作者运用校勘的方法
,

将 《弘简录 》 同 《新唐书 》 等

进行比较
,

极富说明力
。

例如
“

唐初说
”
的另一根据

是 《云仙杂记 》 中关于
“

玄类以回锋纸印普贤像
”
的

记载
,

曹先生力证 《云仙杂记 》 乃是伪书
,

其自序
、

引

书
、

内容等
,

都足见其伪
,

而且宋人载论咸备
,

铁案

如 山
。

这些看法是有说服力的
,

结论是可信的
。

总之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一书以其浓厚的学术

色彩
,

把宏观研究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
,

从大的体例

构思
,

到具体问题的辩证
,

无不见出新意
,

作者既能

继承已有的成果
,

更能匠心独运
,

绝不轻易苟同
,

披

荆斩棘
,

绕开陷阱
,

显示出不媚流俗的学术精神
。

而

这种精神在当前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了
。

也许关于中国印刷术起源时间的争论仍将继续

下去
,

但是论者要轻易绕过此书
,

那显然是难以为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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