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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丛书》总序

中国是人类印刷术的发源地。据文献记载和文物考证，中国发明的印刷术
曾经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在这千年之中，中国人不仅发明了雕版印刷，还发明
了活字印刷。其中在雕版印刷方面，发明了单色雕版印刷和谓之套印术的彩色
套版印刷，如发展至今精彩绝伦的彩色套印术————木版水印，复制技艺之精
湛，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被国际友人称为“真正的印刷艺术”。在活字印
刷领域，连续创造发明了木活字、泥活字、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技术系列。
此外，蜡版、活字泥版和泰山磁版堪称印刷发明的“三枝奇葩”，使中国古代印刷
术成熟完善而又熠熠生辉。

近代中国印刷术经历了浴火中重生、压力中奋斗与崛起的艰难历程。随着
以机械印刷为特征的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中国印刷术被推进到新的历史时
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从西方引进的机械印刷术用于数以万计的汉字和多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印刷，需要一个吸收、改良的艰难发展过程。中国印刷术因而
承受着引进和吸收的双重压力。在中华民族面临多事之秋、危亡之际，中国印刷
界勇敢承受压力，完成了向机械印刷的过渡和转型，中国近代印刷业昂然崛起，
中国印刷术得以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印刷技术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实现了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中华印刷术以崭新的时代风
貌，紧跟世界潮流，自主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稳步进入了以电子控制为特征
的新时代。以王选为首的中国印刷科技专家，攻破了汉字高倍率压缩等一系列
难关，完成了中国印刷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使印刷术的故乡再次跻身世界印
刷技术先进之列。

回顾往昔，我们因先辈发明的印刷术推动了人类文明事业的持续发展而自
豪，为近代国家的积贫积弱导致印刷术的落后而惋惜，更为当代中国创造性地实
现中国印刷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而振奋。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而它饱
含的文化底蕴却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资源和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捡拾可用
于创新发展的贝壳和宝藏，正是中国印刷界积极倡导筹建印刷博物馆和开展印
刷史研究的初衷所在。

近 30 年来，伴随着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和外人争我印刷发明权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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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印刷史研究的学者逐渐多了起来。包括《中华印刷通史》在内的数十种印
刷史专著的出版，数以百计的印刷史论文的发表，连续六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
会和与印刷史有关而又难以计数的座谈会、论证会、文物鉴定会的召开，印刷史
研究可谓高潮迭起、盛况空前、硕果累累。在这样的情势下，为了引导印刷史研
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把有志于印刷史研究的专家、学者集聚起
来，发挥集体优势和协同效应，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印刷史，我们
于 2001 年 5 月 24 日成立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 下称印刷
史研究会) 。印刷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进入了系统研究
的新时期。

印刷史研究会成立后，在武文祥会长的领导下，在印刷史的学术研究、印刷
文物的征集与复制、印刷史的科普宣传、支持《中华印刷通史》等专著的出版和
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
是遵照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加强中国印刷史研究，要立课题”的重要指
示，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下组织有关资深专家、学者，经反复调研论证拟订了
“关于深入开展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明研究的课题计划”，并落实到人、付诸实
施，给印刷史研究以巨大的推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印刷史的重要标志。
后因众多复杂因素，此计划曾一度搁置。

2009 年 8 月 11 日，在北京印刷学院召开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
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大会。这是印刷史研究会的换届大会，又是印刷史研究“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这次大会的最大亮点，是两届领导都明确表示要把
上届研讨会未能完成的课题“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明的研究”作为研究会的重
要工作重新启动。为此，大会还采取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深入开展中国印刷术
起源与发明研究”议案，表达了对进一步开展印刷史研究的重视和决心。会后，
新一届印刷史研究会主任办公会通过并成立了“中国印刷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旨在将印刷史研究的成果，以系列专著的形式予以出版，让中华印刷文明带给国
人以新的惊喜和骄傲!
《中国印刷史丛书》的编纂与出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填补历史空白

的《简明中国印钞史》已经出版，正在编纂和计划立项研究的《中国印刷术起源
与发展史略》( 中英文对照本) 、《清代北京纸币印刷研究》、《中国活字印刷起源
与发展研究》、《中国印刷科学技术史》、《中国少数民族印刷史》、《中国印刷术
起源与发明原始资料汇编》、《中国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中国印刷产
业发展史》、《中国印刷教育史》、《中德印刷史比较研究》等一系列课题研究成果
与著述将陆续纳入“中国印刷史丛书”出版计划。我们相信，在上级领导的关怀
和支持下，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定会出色而完美地完成这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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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印刷文明系统研究和出版工程!
人类总是在发明创造中解放和完善自己，印刷术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印

刷术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流变同步，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期待
着有志于印刷史研究的海内外同人紧密团结、互相交流，为实现我们的既定目
标———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印刷史，弘扬中华印刷文明，深入推进
中国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携手前行!

中国印刷协会印刷史研究会主任委员
“中国印刷史丛书”编委会主编

2009 年 11 月 26 日于北京印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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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
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系列会议，自 1992 年至 2010 年已举办 7 届并出版论文集。
为了进一步推动印刷史的深入研究和成果普及、交流研究成果，中国印刷技术协
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于 2013 年 8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北京联合主
办了“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第八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主题有: 1. 印刷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动向;
2. 传统印刷的传承发展与产业化; 3. 印刷品保护修复与科学技术研究; 4. 印刷
类博物馆( 展览馆、陈列馆、艺术馆) 建设与发展。参加本次会议的共有 60 余位
代表，分别来自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国家图书
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
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
印刷出版高等专科学校、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上海印刷博物馆、文津雕版
博物馆、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扬州图书馆、北京恒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
波海曙东东书保院有限公司、中国吉页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金融时报社、深圳电
视台、中国新闻出版报社等单位。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30 余篇。

为了体现本次会议的学术成果，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会议主办者
将本次会议研讨的部分论文编辑成册，呈现给科技史、印刷史研究者以及广大读
者。对文中作者的学术观点，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责自负，尊重作者的原
则，编者未对文章内容进行改动，只对个别描述做了必要的调整。

本文集编辑工作由北京印刷学院张养志、施继龙完成。限于编者水平和经
验，可能会存在问题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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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李致忠
( 国家图书馆)

关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参加了讨论，提出了种种说
法，但迄今尚无令人绝对信服的结论。本文仍以探讨的态度提出一些论据，力图
从中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给人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确定一个发明的历史
时段。

一、几条值得注意的论据

1.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写过《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文，分上下两期，
发表在台湾省《故宫文物》月刊 1988 年 6、7 两期上。其文引据唐代高僧法藏在
《华严五教章》和《华严经探玄记》中解经借喻的记载，提出了印刷术中国初唐发
明说。

法藏所著之《华严五教章》( 《大正大藏经》第四十五卷所收) 曰: “教起前
后，是故依此普法。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一时前后说，前后一时说，如世间
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前后，理不相违，当知此中道理亦
尔，准以思之。”

法藏所著之《华严经探玄记》( 《大正大藏经》第三十五卷所收) 卷二曰:“二
摄前后者有三重，一于此二七时。一于此二七时，即摄八会。同时而说，若尔何
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

这里出现了“印文”和“印纸”的提法。法藏是《华严经》的传人，他以华严
宗独特的教理普法。为了阐明该经玄深的经义，他经常深入浅出，借助社会生活
中普遍存在的事物来比喻，从而达到让听者理解的目的。神田喜一郎引证这两
段话，就是法藏讲经时的借喻。“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
现。”“同时为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 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其意是
说讲解佛法经义时其讲话总有前有后，如同世间印刷文稿一样，读文稿的时候句
义上总有前后之分，可是印制它的时候，印文印纸却是同时刷印出来的。让人一
下就能明白，所以恰如其分的比喻，确能解释深奥的玄理。而这两部书的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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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人松原恭让所撰写的《佛书解说大辞典》，说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撰写
在他四十五至五十岁之间，如此则被神田喜一郎推定在唐中宗嗣圣四年，其实已
是武则天垂拱三年( 687) 到天授三年( 692) 。但据华严宗的专家日本人汤次了
荣所撰《华严五教章讲义》所说，法藏撰写《华严五教章》是在写《华严经探玄
记》之前。据此神田喜一郎则推断《华严五教章》当完成在唐高宗仪凤二年
( 677) 前后，那是法藏不过三十来岁。在唐高宗时代的世间印刷之法就能被法
藏引来作为解经的比喻，让弟子们能听懂，显然在此之前和在此之际，这种雕版
印书活动一定已是不稀见的现象，稀见了，就无资格被借喻来为人释惑解疑。果
如是义，则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初唐，即 7 世纪的中下半叶之前当是可信的。

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二十，记载武则天天授二年( 691)
十月以印纸遣王庆之:

天授二年“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
‘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
李氏为嗣乎?’太后諭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遣之，
曰:‘欲见我，依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
之杖。”此处又出现了“印纸”一词，这种“印纸”似乎是进出宫禁的凭证。出进宫
禁，十分不易，没有凭证，难得进出。而这种凭证一定得格式统一，不易仿造，所
以需要印制。

3.《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条记载太府寺“丞，掌判寺事，凡左右藏库帐禁
人之有见者，若请受输纳人名物数，皆著于簿书，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之簿，而
丞、众官同署，月终留一本于署。每季录奏兼申所司。”其中“大摹印纸”，当是大
张的摹刻的印纸之义。又出现了“印纸”一词，而且是大张的摹刻而成的“印
纸”。

4.《旧唐书》卷五十《食货志下》记载:“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
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意是
说，市场贸易，有牙行作为中介。对这些中介人要各发给其“印纸”，以便随时登
记贸易情况，第二天进行核算。这种“印纸”似乎是交易纳税的凭证。这种凭证
大概也是需求量大，格式要求统一，不易伪造，所以也需要印制。

5.《唐会要》卷八十四《杂税》载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 “天下公私给与贸易
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算率之。市牙各
给印纸，人有买卖，随日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
簿者，投状自集。”这段记载与《旧唐书·食货志》相同，只是明确了年份。

6. 宋叶氏《爱日斋丛抄》卷一引唐柳玭《柳氏家训序》记载唐僖宗中和三年
( 883) 以前成都雕印各类杂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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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三年( 883) 癸卯夏，鸾舆( 指僖宗) 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
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占卜、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
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见《四库全书》子部《爱日斋丛抄》卷一) “鸾舆在蜀”，指
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先后攻陷东、西两京，僖宗避难，逃往成都。中和三年，已
是僖宗驻跸成都第三年，故有“鸾舆在蜀三年”之说。柳玭在这一年的夏天，利
用旬休，于成都东南市肆所见之书虽不是什么高文典册，但“率雕版印书”，只是
印纸浸染，质量不高。表明公元 883 年以前，成都雕版印刷的书籍已充斥市场，
而且被称为“雕版印纸”。

二、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 法藏( 643 － 712 ) 字贤首，号国一法师，又称香象大师、康藏国师。俗姓
康。其先康居人，至其祖父，举族迁至中土，居于长安。藏早年师事智俨，听讲华
严，深得玄旨。智俨示寂后，依薄尘剃度，时年二十有八。初，以其通西域诸国语
及梵文经书，遂命其参与高僧义净译场，先后译出《新华严经》及《大乘入楞伽
经》等十余部。又常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十玄缘起》之深义，并借殿隅金狮子为
喻，使武则天豁然领悟，后乃因之撰成《金狮子章》。法藏一生宣讲《华严》，并著
有《华严五教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料简》、《华严纲目》、《华严玄义章》等
跟《华严经》有关的著作。唐玄宗先天元年( 712) 示寂，年七十。可知他示寂的
那一年尚在初唐，因而其作《华严五教章》和《华严经探玄记》，则当更在初唐。
初唐成书的著作，所言之事固在初唐时段 ( 618 － 713 ) 。且从他为武则天讲解
《华严十玄缘起》借喻金狮子为比令武则天深深领悟来看，他大概惯于利用比喻
为玄深的义理解惑，故其在《华严五教章》与《华严经探玄记》中借用世间“印
纸”，来解释讲解经义时虽然会出现前后一时说或一时前后说，但完整的经义最
后终究会合盘托出，它就像读文章，读时虽有前后，可是印制它的时候则是同时
显现，一下完成。众所周知，世界上凡是借喻，其借喻的对象必是世人司空见惯
谁都懂的事物，并且又必是普遍存在频繁出现的事物。否则，借喻生僻，很少人
知，便达不到解惑的效果。此种分析果合乎常理，则公元 677 年成书之《华严五
教章》借喻的“印纸”，应是在其成书前的社会生活中已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须
是频繁出现为世人所熟知现象。公元 677 年之前就普遍存在的“印纸”现象，当
是雕版印刷术发明或说是出现在 7 世纪中叶或稍前的明证。

2. 自前所引《华严五教章》出现“印纸同时”字样后，到武则天天授二年
( 691) 又出现“太后乃以印纸遗之”之事。先是，洛阳人王庆之受凤阁舍人修武
张嘉福唆使，纠集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求废除已立太子，而重立武则天之侄
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先是询问文昌右相、同鸾台凤阁三品岑长倩，长倩以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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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子在东宫，不宜再有此议。并奏请切责上书之人。武则天再问地官尚书、同
平章事格辅元，辅元亦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加之另有别罪，故岑长倩、
格辅元、王通等相继被诛，于是王庆之便求见武后，并以死泣请不去，因而发生了
太后“以印纸遗之”之事。并告诉他“欲见我，以此示门者。”显然，太后所遗之
“印纸”，乃是进出宫禁的凭证。这种印制的凭证，唐朝人称为“印纸”。这“印
纸”显然是印有字痕格式的“印纸”，门卫一看便知是出入宫禁的凭证。这种凭
证若非印制，格式统一，则极易伪造，故宫里专门印之。

3. 前引《唐六典·太府寺》谓太府寺丞填写的账簿，“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
为簿”。这种“大摹印纸”，当是摹刻印制的表格式的账册“印纸”。按《唐六典》
三十卷，唐玄宗开元十年( 722 ) 始命陆坚修是书。时帝以白麻纸写理、教、礼、
政、刑、事六条，令照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后张说又以此事委徐坚，思之经岁
莫能定。又委毋煛、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而沿革并入注中。后又有张
九龄介入其事，于开元二十三年( 735) 撰成。其后李林甫奉命作注，至开元二十
七年( 739) 蒇事，独以自己的名义奏上之。可知《唐六典》的最后完成，再晚也不
会晚过开元二十七年。而开元二十七年既已成书的《唐六典》，居然有了太府寺
丞“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簿”，来登录左右库藏输纳人名物数，可见此书成书
以前政府的职能部门曾用印制的表格记账。而这种印制的表格账簿，时人也称
为“印纸”。

4. 前引《旧唐书·食货志》及《唐会要》所记“市牙各给印纸”之事，发生在
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 ) 。这种印纸显是贸易市场中介人使用的买卖登记单，这
种单据要随日署记，所记项目要统一，故大概也是表格式，需要印制。这种印制
的记录单，唐朝人也称为“印纸”。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印
有表格或文字的纸，唐朝人统称为“印纸”。讨论至此，要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
明推定一个时限，好像不必有什么顾虑了。但不然，也许还会有人提出，前面引
述的“印纸”，是印制的，可以不用质疑，可怎么就敢断定它们就一定是雕版印
刷，而不是雕版捺印的呢? 且看前引唐柳玭的《柳氏家训序》。

5. 柳玭( ? —894) ，京兆华原( 今陕西耀县) 人。柳仲郢子。明经及第，补
秘书正字。中和初，至成都行在，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他在中和三年夏，利用
旬休，在成都东南所见之书“率雕板印纸”，只印纸浸染，质量不高。这里出现之
“印纸”的概念，既不是什么出入宫禁的凭证，也不是市场交易的记录单，更不是
登账用的账簿单，而全部是雕版印制的书籍。这是唐朝人为唐时所称呼之“印
纸”做出的诠释。原来雕版印制的单页印刷品可称为“印纸”，雕版印制的书籍
也可以称为“印纸”。因知这“印纸”一词，确可拿来作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证
据，以讨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历史时段了。总此，我们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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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 7 世纪中叶或稍早一点，或者论为初唐发明说，当不会被指斥为牵强附
会吧。

6. 以前谈雕版印刷技术被政府，特别是被中央政府所采纳，始于五代后唐
明宗长兴三年( 932) 国子监始刻《九经》。其实五代国子监采纳雕版印刷技术刻
书，始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 927) 。《四库全书》本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十，有
一篇《跋贞观政要》的文章，称: “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
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板( 校) 。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
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版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
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时蒙恩除知
福唐，且有旨促行，冗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灯下书。”汪应辰( 1118—1176 ) 字圣
锡，信州玉山( 今属江西上饶) 人。初名洋，南宋绍兴五年( 1135) 进士第一，高宗
特为改今名。初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三十二年( 1162) 出知福
州。累官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淳熙三年( 1176 ) 卒，年五十九。跋中
所谓“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乃指《贞观政要》有婺州公使库刻本。然此本脱
误颇多，无他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
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版本也。”可知刘子驹出示其家五世珍藏
的《贞观政要》，乃是后唐明宗天成二年( 927) 国子监所刻。此为通常所知中央
官署中国子监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四部书籍的最早记录。然因有了上述关于
“印纸”的记载，无论是武则天发给王庆之出入宫禁凭证的“印纸”，太府寺丞所
用的“大摹印纸”，还是发给市牙作为交易记录的“印纸”，都是唐代中央政府采
用雕版印刷技术的实证，只是还没有成规模地印制书籍。待政府采用雕版印刷
技术成规模地印制书籍，人类文明已跨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早期文字木雕版考

史金波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提 要:在历史上，印刷术是包括两大类，即雕版印刷和活字版印刷。这两
种印刷术在发明的时间上有先后，在制作技术上有传承，在实际应用上有交叉和
衔接。中国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来经过几百年的应用和发展，又于北宋年
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991 年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出土的数量巨大的西
夏文木雕版，使中国早期木雕版零星传世的局面得以改变，大大拓展了中国早期
雕版印刷的实物资料，显示出中国中世纪雕版印刷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和高度发
展水平。

关键词:印刷术 西夏文 木雕版

一、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文字木雕版

文字的创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
志。文字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视觉形式，它不仅记录语言，而且比语言更加清
晰，可以反复阅读，因而延伸了语言，使原来只能口耳相传的信息得以长期保留，
传至异地，传至后世，使人类的知识不断叠加积累，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长足
发展。

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又发明了使文字化身千
百、广泛传播的印刷术。印刷术为中国首创。在历史上，印刷术包括两大类，即
雕版印刷和活字版印刷。这两种印刷术在发明的时间上有先后，在制作技术上
有传承，在实际应用上有交叉和衔接。中国最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来经过几
百年的应用和发展，又于北宋年间率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中国于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当时的中国文字广泛应用，又有纸的发
明和长期使用作为物质基础，加上社会文明高度发展，有大量文献的需求，这些
构成了文字印刷发明的深厚背景。当时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才具有这样独特的
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对世界中世纪以后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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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现在所见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为唐朝初年。出土的实物中，唐代初期的印刷

品已经不只一件，说明当时中国的雕版印刷已经很成熟，并有了相当的发展，至
唐代中期雕版印刷术得到广泛的使用，至宋朝达到高度发展时期。

过去认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 868) 的《金刚经》。这件
成熟、精美的早期印刷品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后于 1900 年被英国斯坦因盗走，今
藏大英博物馆。该经卷首有释迦牟尼说法图，卷末有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
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①。清代末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批古代印刷
品，其中一件《妙法莲华经》，后流入日本，由中村不折氏保藏。日本印刷史学者
长泽规矩也认为该经“有武则天异体字使用，为武则天去世不久刊本”②。1954
年 4 月在成都望江楼附近的一座唐代墓中出土了唐代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
首行刻款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因成都府始设于唐至德二
年( 757) ，而墓葬年代又不晚于唐大中四年( 850) 。此经时代定为公元 757 － 850
年③。1966 年 10 月在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内发现了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
经》一卷，刻印皆佳，时代确定在公元 704 － 751 年之间。因此经始译成于中国唐
武周长安四年( 704) ，上有武周时期的制字。出土佛经的石塔始建于新罗王朝
景德十年( 751) ，其后未受到破坏。此经是在中国刻印后运往朝鲜并被保存在
该石塔内的④。1974 年西安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经》，与其同时出土的随葬物
早于唐初。经鉴定考证，该经为唐初印刷品⑤。早期雕版印刷除佛经外，还有社
会上应用广泛的日历、字书、占卜之类的书。现存最早的世俗印本书籍是唐代乾
符四年( 877) 具注历书。该卷首残，上部为历书，下部为历注。它也发现于敦煌
藏经洞，1907 年被英国斯坦因盗往伦敦，今藏大英博物馆。另大英图书馆还存
有一件敦煌出土的唐中和二年( 882 ) 雕印的具注历，也是现存最早的雕印世俗
书籍之一⑥。

鉴于早期雕版印刷品对印刷史研究的重大价值，加之一段时期有的国家个
别学者对中国最先发明雕版印刷提出质疑，印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早期雕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秀民: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 年。44 页。
( 日) 长泽规矩也: 《和汉书の印刷とその历史》，东京版，5 ～ 6 页。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 年。12 ～ 13 页。
胡道静: 《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发现》，载《书林》1979 年 2 期。张秀民: 《南朝鲜发现的佛经

为唐朝印本说》，载浙江省《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 年 4 期。钱存训: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略
评》，载《中国印刷》第 28 期。

张树栋: 《社会文化发展是印刷术起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
印刷工业出版社，1977 年，27 页。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 年。11 ～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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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品十分关注，不少专家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然而对雕版
印刷另一种实物———雕版板片本身的探寻和研究仍显不足。雕版印刷的成品是
雕版印刷品，而雕版印刷品是通过雕版板片印制而成的。原雕版本身附加着特
殊的重要信息，如雕刻、印制、补改、板框、栏线、质地、纹理等，这些特性往往为纸
质印刷品所缺乏，具有更为特殊的学术和文物价值。

然而存世的早期木雕版板片寥若晨星，似乎早期木雕板比早期雕版印刷品
更难保存下来。其原因大概是一种文献的木雕版只有一种，而以此种雕版印出
的印刷品则为化为千百份，甚至更多，历经千百年沧桑，虽多数损毁，但印刷品因
数量大而能侥幸存留一二，雕版因量少更易泯灭。此外，雕版印刷完毕虽可保存
以备再印，但一俟不再印刷或刮削后雕刻其他文献，或弃之成无用之物而遭淘
汰，这也是早期木雕版稀见的原因之一。

至今唐代的木雕版尚未发现一片，即便作为被学界视为雕版印刷繁荣时代
宋朝的木雕版也如凤毛麟角，十分稀见。现存宋朝雕版仅存三片，皆为 1919 年
出土于河北钜鹿淹城遗址①。而其中真正的印刷文献的文字雕版板片仅有一
件，今藏于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的宋代佛经雕版，推断时间大约是宋大观二年
( 1108 年) 。同时出土的另两件木雕版入藏国家博物馆，皆为绘画雕版，其一高
26. 4 厘米、宽 13. 8 厘米，上部刻细花大幔帐，中间垂流苏两条，幔帐下有形态丰
满、面容端正戴冠妇女三人，左下有楷书“三姑置蚕大吉”，右下有楷书“收千斤
百两大吉”，内容似为蚕神神像版②。

近代西夏文献、文物大量出版，给西夏文字木雕版的探寻带来新的希望。

二、西夏文雕版是存量最多的早期文字雕版

一百多年前的 1909 年，俄国科兹洛夫率领的一支沙俄探险队在中国北部
的黑水城遗址( 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掘获大批西夏文物、文献，被运到俄罗斯
的圣彼得堡。文物中就有保存完整的木雕版 6 块，今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
米塔什博物馆③。其中 4 块是文字雕版: X － 2023 号高 8. 7 厘米，宽 13 厘米
( 图 1 ) ; X － 2025 号高 11 厘米，宽 17 厘米; X － 2026 号高 11. 7 厘米，宽 16. 7

①

②

③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李兴才审定: 《中华印刷通史》，台湾省台北市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
金会，2005 年。266 页。

胡道静: 《雕版印刷的重要文物:宋雕版》，《中国印刷》第 14 期，1986 年 11 月。胡道静: 《钜鹿北
宋雕版是淹城遗址的出土物》，《中国印刷》第 21 期。

( 日) 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经济新闻社: 《スキタイトミルクロ － ド美术
展》，和田制本工业株式会社，1969 年。图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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