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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绿色印刷包装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和都市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可持续

发展和循环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与当今世界所关注的 “低碳经济”、“节

能环保”、“降耗减排”、“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关系密切，已成为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食品包装安全型社会的重点之一。

本系列读物在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的资助下，旨在依托北京印刷学

院绿色印刷包装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北京印刷学院科协的平台和科技资源，以

绿色印刷包装为主题，从绿色印刷常识、材料、设备、设计、技术发展等多

维度加以阐释，面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有益”为

核心的绿色印刷包装知识。

2010年9月14日，环境保护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签署了《实施绿色印刷战

略合作协议》，2011年10月8日，两部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绿色印刷

的公告》，协议和公告中指出，加快实施绿色印刷战略是我国从印刷大国向

印刷强国迈进的重要举措。希望本系列读物能为服务于绿色印刷包装行业，

促进国家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和都市型工业的发展，为“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起到积极的宣传普及功效。

                                     绿色印刷包装科普读物编委会

                                                      2011年10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发展和向世界传播，对社

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人们将印刷术称之为

“文明之母”。

《中国印刷技术发展概述》这部彩色插图本，通过简明通俗的文字，阐述了

上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手工雕刻技术萌芽中的新石器晚期，下迄当代印刷高

速发展之日,时跨五千余年。将印刷术的萌芽、雏形、成熟、兴盛以及普及、提

高展现在读者面前。内容上，概述了古代的单色雕版印刷、彩色套版印刷、活字

版印刷以及近现代的凸版、平版、凹版、孔版和数码印刷的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发

展史；史料上，以现有的文献、文物为据，收集了前人与今人的研究成果；写法

上，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系统、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印刷

技术发展史。同时，配以较多的古籍印本及近现代印刷品图录，使读者不仅能够

看到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刻本、活字本的风貌；而且还可以体会近现代印刷技术印

刷出的各种精美印刷品。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我们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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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印刷术发明的背景因素

1.1 印刷术发明前的技艺

将图像和文字进行快速、批量复制的技术称印刷术。在印刷术发明前，曾经

经历了几千年的准备阶段。正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丰富多彩的古代

文化和科技创造，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文字的

雕刻技艺、印章的盖印技艺和石刻图文的拓印技艺，这些技艺的广泛应用是发明

印刷的重要条件。

1.1.1 文字的雕刻技术与演变

文字的雕刻技艺和汉字的发展历史是密切相关的，早期的汉字都是雕刻在

各种材料上的。如今所知最早的汉字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刻画在陶器上的汉字，在

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等处都有发现。尤其是山东中部

丘陵地带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画有几个早期的象形汉字。大约从

商代中期开始，人们将文字刻于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著名的甲骨文。经一些学

者研究，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汉字，它符合“六书”组字的原则，象形字、会意

字和形声字都已十分普遍，共有单字5000左右，今天能识读的约1500字，难以

识读的字大多为人名、地名、族名等。甲骨文的制作工艺就是先将文字写在甲骨

上，再进行雕刻，有的刻好的文字还在笔画内涂墨或朱砂。在商代又有青铜器铭

文出现，到了西周青铜器进入了黄金时期，器物上出现了长篇铭文。如：西周早

期的《大盂鼎》，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开创了青铜器长篇铭文的先河；

西周中期的《史墙盘》，盘底有铭文285字；西周晚期的《散氏盘》，盘内有铭

文350字。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是要以泥先刻出字范，然后再进行浇铸。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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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是凹下的下字，由此可以推断，它的字范应刻成反向凸字，而这种反

向凸字与后来的印版文字的雕刻是相同的。因此，西周时期熟练的文字反向凸刻

技法为后期的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打下了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石刻

文字，现知最早的石刻文字是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石磬刻字，上面有“妊竹入石”

四字。最著名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共有654个文字，现能辨认的不足300

个。石鼓文的文字，多数已接近于小篆或相同，它应是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

先河，起到了字体演变的桥梁作用。进入东汉，大兴刻石之风，流传至今的石

刻原件和拓件，数量不少。最著名的是开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的《熹

平石经》，其字体全部为隶书。另外约公元556年，南北朝时梁文帝陵前神道碑

上，刻印了一种反体字，这种反体字的雕刻与后来的雕版刊刻的文字更为近似。

图1-1                                            图1-2                                             图1-3

图1-1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上面刻有早期的象形汉字

图1-2 陶器上文字的放大图，是由“日”、“云”、“山”三个象形字组成的一个“旦”字             

图1-3 刻有文字的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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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                                                     图1-6 

图1-4 刻有文字的龟骨    

图1-5 史墙盘。西周有代表性的青铜器，盘内铭文18行285字   

图1-6 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开刻，光和六年（183）完成，共刻碑46块，20余万字。为儒

家七经，字体为隶书    

     

1.1.2 图文复制技术与印刷术的发明

在印刷术发明前，图文复制技术已十分成熟，主要有印章的盖印、纺物的凸

印和图文的拓印，这些技术的应用为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启迪作用。

1.印章的盖印

印章的应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铜印可知，早

在殷商就有印章存在了，到了战国时期，印章已十分流行，战国至西汉，印章还

用于封泥，封泥的具体做法是在重要的文书、信件写好后，将简牍卷好或叠起，

在外面加上封函，用绳子扎好，在绳结处放上泥料，然后加盖印章，这样泥料上

便有了印章的印记，也就是封泥。大约从东汉开始，印章用于着色盖印，除黑色

外，还有朱砂色，朱砂色主要是为了与黑色的书写内容有所区别。这种盖印技术

历来被认为是对雕版印刷术发明的一种启发。美国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

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说：这种摹印的方法，自然就发展成为雕版印刷。把印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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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颜色印在纸上和用雕版印刷，两者性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别。而事实上印章的文

字反刻形式和将印章文字盖印到泥料或纸张等材料的文字复制工艺，已和印刷术

的刻版印刷工艺十分相似。

图1-7 战国印及封泥                                                                     图1-8 西汉封泥，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      

2.织物的凸版印花

织物的凸版印花技术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前早已出现。吴淑生、田自秉著《中

国染织史》谈到织物印花时说：“凸版印花技术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发展，到西

汉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就出土了几件织物印花品。其

中一件是印花敷彩纱，是以朱砂、铅白、绢去母和炭黑作为颜料，结合印花和描

绘技术印制而成。该印品画面上藤蔓底纹清晰，线条流畅有力，充分显示了凸版

印花的良好效果。另一件是金银火焰印花纱，其画面图案为火焰状，曲线为银灰

色和银白色，小圆点为金色或朱红色。图案线条致密、印纹交叉，应该是采用了

凸版印花工艺，其印刷方法是：印完一组图案后，移动位置，再印下一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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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印完一匹纱布。后来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两块铜质印花凸版，其花纹与马王

堆金银火焰印花纱较为相似，这也反映了凸版印花技术在西汉时期也得到了广泛

应用，这也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图1-9 凸版套印金银火焰印花纱，马王堆西汉墓出土   

3.图文的拓印

拓印技术出现在纸张发明

后至印刷术发明前的这一历史时

期，它是将碑刻以及其它器物上

的凹凸图文，用纸、墨捶印出

来，以便保存和传播的工艺方

法。具体作法是：将纸张用矾和

白芨水浸湿，铺于石碑表面，用

刷子在纸面轻轻敲打，使纸纤维

凹入文字、笔画之内，待纸略干

后，用拓包均匀在纸上施墨，纸

面上就呈出清晰黑底白字图文。

揭下后，一件拓印品就完成了。

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拓印品，是

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作品《温泉铭》，为唐初拓印。就拓印方法与雕版印刷术相

比，已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需要具备原版、纸、墨这些条件，目的都是批量

复制文字和图像。不同的是，碑刻文字是凹下的阴文，而雕版的印版是凸起的阳

文，复制品一为黑底白字，一为白底黑字。但就拓印复制技术来说，拓印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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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称为印刷，但它已是印刷的前

奏，这种复制图文的方法，无疑

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实际上已是雏形的印

刷术了。

图1-10 《温泉铭》，现存最早的唐初期拓印品，唐代李世民书法，敦煌藏经洞出土

1.2 印刷术发明的物质因素

印刷术的发明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就雕版印刷术而言，毛笔、墨和纸张

是印刷术发明前必备的工具和材料。

1.2.1 笔的历史

毛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过去一直依《古今注》中的“蒙恬始造，即

秦笔耳。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之说为毛笔的起源。但根据出

土文物和历史文献记载，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这一时期出

土的彩陶上可以看到各种图案和花纹，无疑是用笔沾着色料画上去的，从而证明

毛笔远在蒙恬造笔之前很久就有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早毛笔是战国时代之

物，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中。该笔笔头为兔毛制作，笔管为

竹制，笔头紧缚在笔管的一端。1957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秦墓中，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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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竹杆毛笔，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内，也出土了一支毛笔。1972年在甘

肃武威磨咀子一座东汉中期墓中出土了一支毛笔。从秦至东汉时期毛笔的多处出

土，可以看出制笔的技术越来越精湛。到了唐代与宋代，制笔工艺更为精良，笔

的产地也遍及江南一带。毛笔的发明与应用，对印刷术的发明有着一定的影响，

为其提供了手书上版、书写字样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图1-11 甘肃武威出土的西汉笔    

图1-12 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战国笔  

1.2.2 墨的历史

我国何时开始用墨，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据考古发掘的文物可知，商代后

期的甲骨文中的文字伴随有朱书和墨书，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墨已应用于文

字记录；其它关于中国墨的应用实例还表现在竹简、帛书等表现上的黑色或红色

文字。

从文献上来看，最早关于“墨”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庄子》。《庄

子》卷七中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辑而立，舐笔和墨”。从实物

来看，现知最早的人造墨实物是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M4中出土的墨块。此

墨块高1.2厘米，直径为2.1厘米，呈圆柱形，墨色纯黑。同墓还出土了一块石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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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块用来研墨的石头。石砚和石头上均有研磨的痕迹，且遗有残墨，可与《庄

子》之“宋元君籽画图，众史皆至，受辑而立，舐笔和墨”相印证。1965年，

河南省陕县刘家渠的几座东汉墓中发现了五锭东汉残墨。其中有两锭保留部分形

体。这两锭残墨呈圆柱形，系用手捏制成形，墨的一端或两端具有曾研磨使用的

痕迹。以实物证明，中国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捏制成形的墨锭。换言之，中国

在公元三世纪之前，已经有通过一定的工艺方法制成的人造墨在应用了。宋代晁

贯之的《墨经》中有载：“古者松烟、石墨两种。石墨自晋、魏以后无用，松烟

之制尚矣。”到了公元10世纪(南唐)，我国开始用桐油及其他动植物油为原料，

点灯燃油制造优质墨料。到1871年世界上才首次实现炭黑的工业化生产。墨的

应用与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不但提供了书写用的材料，也提供了刷印材料。

图1-13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墨丸和石砚                              图1-14 《天公开物》一书中的松烟制墨图

1.2.3 纸的发明与应用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关于纸的发明，过去传统说法是东汉蔡伦于

元兴元年105年发明的。依据是《东观汉纪》中的记载：“蔡伦典尚方，用树皮

为纸，名谷纸；故鱼网为纸名网纸······，名麻纸也。”另一个记载是《后汉书•蔡

伦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

于人。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敞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之上，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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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但自1933年以来，在我国的陕

西 、甘肃、新疆等地多次出土西汉纸，有这些实物为据，可以将纸的发明年代

推移到西汉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对于蔡伦的评价，他虽然不是纸的发明者，

但他改良了造纸工艺，扩大了造纸原料，使纸的质量大为提高，从而对造纸术的

发明和纸张的扩大与应用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我国还发行蔡

伦像邮票，纪念这位对造纸术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

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蔡伦造出优质纸后，纸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其用量

越来越大，逐渐替代了简帛。《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公元前250年～公元

前305年)用十年时间写成《三都赋》。当时文坛名人皇甫谧看后击掌叫绝，大加

称赞，并为之写序。因此，“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就是“络

阳纸贵”的故事。这段文字记载说明西晋时期，纸的应用已十分广泛，到了南北

朝时期，纸的应用已占据了统治地位，简帛基本上停止使用，开始了纸写本书的

时代。正是这个时代，孕育了印刷术诞生的基础。

图1-15                                                                                      图1-16

图1-15 天水放马滩纸，纸面上画有地图，约公元前176年之物，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    

图1-16 蔡伦时期的造纸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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