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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印刷工业史志编纂说明

编纂地方志是国务院部署的一项全国性工作，是市

委，市政府交办的一项重要任务。写好地方志，对了解过

去、瞻望未来、激励和教育后代，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天津包装印刷集团公司的党政领导对编纂《天津印刷

工业史志》十分重视。根据市、局的要求和部署，按照天

津市第一轻工业局一轻办(1991)35号文《关于做好天津

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精神，及时向所属单位做了写好

本单位史志的工作部署，同时组织成立了由二十五名同志

参加的《天津印刷工业史志》编委会。编委会的成员有集

团公司现任领导，有原来的老领导，有公司及所属有关单

位的科长、主任和多年从事印刷业的离退休老专家

据考证，天津印刷业已有九十年的历史，但是，从解

放前的1 901年到解放后的1 991年的漫长岁月里，都未曾编

纂过天津印刷史志。可想而知，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编纂一部完整的印刷工业史志，难度是相当大的。



为了完成这项复杂而繁重的系统工程，编委们不辞辛

苦、满腔热情地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到市档案馆、一轻

局档案室和公司档案室查阅了从1 901年到1 991年各个时期

的档案资料和有关文件；到基层单位组织老印刷职工座

谈；到离退休老干部、老印刷从业人员家中拜访。不少

编委不仅积极介绍情况、提供多年搜集保存的有关宝贵资

料，而且亲自动笔参加《天津印刷工业史志》的编纂工作o

‘在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有关部门、有关印刷从业人

员的全力支持配合下，经过全体编委的共同努力，仅用了

五个多月时间，就比较顺利、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天津印

刷工业史志》这部拥有十八章、约3 O万字的历史著作。编

纂工作的高效率，是和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有关印刷

从业人员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表示衷jS感

谢。
●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天津印刷工业在八十年

代初调整划分为出版印刷和装潢印刷两大体系，这些年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二轻系统、外贸系统、银行系统、

商业系统、乡镇企业和街办工业系统都开办有印刷厂，：据

不完全统计，约有一千多家。天津包装印刷集团公司隶属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领导，因此我们编纂的《天津印刷工

业史志》，侧重写的是一轻系统集团公司管辖之内的装潢

印刷，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写其它系统的印刷。要了解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部分印刷史，需要读者查看他们各自编纂的地方志。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沿革的历史又比较

长，编纂的文字和内容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同志

们批评指正。

天津包装印刷集团公司

《天津印刷工业史志》编委会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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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业的发展，和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文明建设有着极其密切的

关系。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早在远古时期，便以“印刷、

造纸、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开创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先河。

就印刷业而言，印刷术是怎样发展并演变至今的，并不那样为

世人所熟知。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刻竹为书，至秦代篆文刻石，

随唐进而把图文刻在木版上、用水墨印刷，称为“刻版印刷”，为

活字印版奠定了基础；北宋庆历年间，毕舁发明活字印刷，使印刷

技术更臻完善，但始终未脱离手工镂刻范围；嗣后又陆续出现木、

锡、铜和铅制活字版，只因未能解决金属活字不易附着水墨问题，

而未能得到推广。这样，每出版一部书籍，从刻版、印刷到装订、

发行，往往要花赞几年的时间，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影响，印刷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解放后的新中国，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注下，印刷工业才得以振兴和发展。

天津的印刷工业起源于1901年。解放前，天津的民族印刷业发



展是缓慢的，多系小作坊式的个体经营，生产规模小、工艺简单、

技术装备落后；解放后，天津的印刷工业经历了一个恢复、调整、

发展、缩减、重新组合、进入高速发展的过程。

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的装潢印刷不断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经过十年的技术改造，已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

拥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平、凸、凹等各种制版、印刷设备，从而使天

津的装潢印刷工业基础、生产能力和产品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本文将1901到1991近九十年的天津印刷工业起源、兴衰以及其

间的历史变革和发展情况，用史志的形式整理、编纂，共分十八

章。

通过天津印刷工业史志，不仅可使读者了解天津印刷工业的历

史，同时可从中激发我们的民族意识和使命感，使我们更加坚定信

心地把天津的印刷工业搞上去，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印刷事业做出积

极的努力。那么，蛰]2000年，我们必将能够跻身于世界先进印刷行
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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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印刷的发源及

天津印刷业的缘起

中国印刷的发展历史

印刷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是从图章刻出阳文反字印在纸

上逐渐演变而来；印章最早出现在秦代，当时秦始皇的印章即称为

玺。秦始皇二十八年，他率群臣东巡泰山，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

功绩，在泰山撰文刻石，到汉代用隶书刻石《曹全碑》，我国出现了石

碑拓印。到隋唐之际发明了木刻版印刷术，这就是从图章到石碑拓印

的原理而发明了印刷。印刷术发明后，比手抄书籍效率提高若干倍。

我国古代印刷的发明，是与我国造纸的发明和水墨的发明分不

开的。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年间尚方令(官名)蔡伦，在总

结前人发明的“霸桥纸"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制成了质地坚韧、造价

便宜、适于书写和印刷的优质纸。从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甘

肃等地出土汉代古墓的壁画，证明了水墨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造

纸和水墨的出现，为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据史籍记载，到唐代九世纪初，我国印刷已很盛行，在四川和长

江下游， 已有书商刻印售卖历书、诗歌、小学字书及阴阳迷信书等；

到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年间)，。浙江杭州一位刻字印刷工人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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