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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为了纪念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成立20周

年，《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第六卷)在编委会的努力

下，在全国各省、市、区印刷行业协会及各专业协会的大

力协助与支持下，现已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逐年加大，神州大地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印刷工业在国民经济及精神文明建设带

动下，经过全行业广大职工的努力奋斗，已呈现出快速、

协调、持续发展的局面。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黄、渤

海经济圈为主的印刷产业基地。

(二)培育出一批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的产业集

团。除印刷设备制造业的北人集团、上包集团、中景集团

和IT业印前设备供应商北大方正集团外，据《印刷经理

人》杂志(第七期)最新公布的2005年中国企业100强

排行榜资料显示，在印刷业也涌现出一批知名企业，如：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鸿兴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中华商务联

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年销售额均超过10

亿元人民币。’

(三)2005年第六届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全面

展现了中国印刷工业的风采及活力。这届展览会具有规



模大，技术含量高，国际性、综合性强，时空广四大特点。

展会总面积达到92 000多平方米，有来自40多个国家

与地区的专业团组及国内各省、市、区组织的45个专业

团组观展，观众达16万人次。这次展览会已经超越了窗

口作用，而成为向世人展示中国市场潜在的巨大商机的

平台。

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行业内必然会涌现出众多的

杰出人物。汇集业界人物及其业绩，弘扬时代精神，此为

本卷的突出特点。

已故会长范慕韩先生倡议出版《中国印刷工业人物

志》，主要目的在于使人们不要忘记近代及现代印刷工

业历史，和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对中国印刷工业做出过突

出贡献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业绩。这些人物在不同年代，

不同地区，不畏艰苦，用他们的智慧为中国印刷工业的发

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我们记录历史或者回忆历

史，不是使人沉醉在以往历史的成就上，回顾历史，是为

了发展未来。这就是使新一代印刷工业的后来者，明确

肩负着把中国印刷工业做大、做强的责任，在振兴中华民

族印刷工业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截止到第六卷《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已收入520

多位印刷工业“人物”及其大量生动、感人的事迹、史料。

对本书人物的人选，编委会主要以“对中国印刷及设备

器材工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为条件，以人物事迹

真实准确为原则，并经有关部门审核推荐。当然人志人

物在某些方面还有不足，我们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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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热切地期望，健在的入志人物要始终保持谦

虚谨慎及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习，勇于创新，不断进

取，再创辉煌。切不可停滞不前，君不见有多少风云人

物，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被大浪淘沙。在这里，我想引

用本卷入志人物北人集团董事长朱武安先生的几句话，

他说：“北人集团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都凝结着几代领

导及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绝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把功劳

说成是我一个的，我心里非常不安⋯⋯今后还要走很长

的路，不可有丝毫的懈怠。要居安思危，用百倍的努力，

创造明天的辉煌。”朱总的话表达了业界同仁对“人物”

的期望，应该作为所有健在的人志人物共勉的箴言。编

委会诚挚地希望，大家在新的征途上开辟未来。

明年5月19日，是《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创办人

范慕韩会长离开我们10周年的祭日，借此，我们对范慕

韩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

鲁 兵

200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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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午昌与汉文正楷印书局

页皂盈

郑午昌(1894--1952)浙江嵊县人。名旭，号弱龛、

丝鬓山人。1922年进中华书局，主持美术部，负责编辑

出版《当代名人画海》、《当代名人书林》、《晋唐宋元明清

名画大观》、《欧洲名画大观》等书。1929年与谢公展等

组织蜜蜂画社，出版《蜜蜂画报》。与李祖韩等集资筹办

汉文正楷印书局，自任总经理，创制汉文正楷活字，于

1933年完成。

郑午昌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辟汉文正楷铜模活

字及印书事业，被出版印刷界传为佳话。当时上海的印

刷厂都没有正楷活字，只有英商美灵登广告公司有一副

常用五号正楷字，但字模也不完全，二号字字模更少。文

章的题目字有时要临时刻字。为《蜜蜂画报》排印事，午

昌常去美灵登印刷厂联系。因为刻字、排式等问题，印刷

厂屡屡留难，经常发生争执。有一次，美灵登业务人员竟

说：“你们的画报排版实在麻烦，这种生意我们不要做，

你还是到别家去排印好了。如果一定要用正楷字，最好

自己去做一副字。”午昌听了十分气忿，就说：“有啥了不

彳 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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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一定做给你看，要比你们的字做得更好些。”双方

就这样闹僵。这一场争吵，无疑播下了正楷活字产生的

种子。

午昌时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他说：“活字是中国

首创，从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到现在的铅活字；印书

有泥版、木版、铜版、磁版；古书上的字体有宋体、正楷、隶

书、行书等‘。现在中华书局首先制成整套聚珍仿宋版活

字，难道我们不能率先创制一整套正楷活字吗?老宋字

字体与现代社会通行之文字不同，应该改革，以适合社会

大众的要求。”当时，有人担忧资金不足，午昌说：“事在

人为。我想中华书局应该备一套正楷活字，我准备向陆

费伯鸿提出，他可能会同意这一计划。”

从这以后，午昌就计划创制正楷活字。要做活字铜

模，首先要找寻一位写正楷字的书法家。中华书局同事

高云塍擅长楷书。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就是由他书

写制版的。他写的《高书小楷》、《高书大楷》是习字范

本，出版后一再重印，销量达数十万册。午昌因请高云塍

书写常用字约一万字，草拟制造铜模计划，写了一份创制

正楷字模的意见书，请陆费伯鸿考虑。商谈未成，决心召

股自办。午昌广交游，友人中赞成其计划者颇不乏人。

先后由李祖韩、李秋君、陈小蝶、孙雪泥、鲍国昌、鲍国梁、

王式园、裘配岳、朱心佩、俞季荪、宋音韶、陈近仁、孙伯

安、郑午昌等认股，初期资本为5万元，筹备于1929年，

汉文正楷印书局终于在1932年正式成立，为我国第一家

汉文正楷印书局，设总局于上海山东路，设印刷厂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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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浦华盛路三益里。资本总额增至20万元，为股份有

限公司组织。
。

《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热心赞助午昌的创业计划，

与商务印书馆会计宋音韶介绍张汉云的字模厂，承担制

造全部正楷字模。汉文正楷活字版铜模，头号至五号字、

新五号字，自1929年开始制造，历时3年余，至1933年9

月全部完工。活字版经注册专利。于是印发活字样本，

开始向社会供应铅字及铜模。正楷活字发行以后，深受

印刷界和报社等欢迎，并远销南洋各地。

汉文书局总经理郑午昌，业务孙伯安、王企岐，会计

宋音韶、郑升三，编辑谢海燕、傅幼真，印刷厂厂长张文

龙。它的业务主要是出售铅字和铜模，出版一些书籍，如

《国史问答》等，用正楷字排印。随着营业的日益发展，

先后设分局于南京、杭州，并在无锡、苏州等地设代理店，

香港委托梁蔚兴代理，兼营台湾省业务。

午昌还计划创制一套隶书活字，原定请书法家黄蔼

农书写，嗣以抗日战争发生，业务紧缩，没有实现。

汉文书局于1954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与华丰、华

文等制字业合并，成立上海铸字制模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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