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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进入新世纪，在高新技术的带动下，印刷工业的各个

领域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印刷工业界在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抓，团结带领广大员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苦创业，

奋力拼搏，不断发展壮大。在实施机制改革，制订发展战

略，着力推行体制、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以及企业文化建设

方面，都创造了不少新的经验，为社会经济及推动中国印

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经过近两年的组稿，

并经有关单位的审核与推荐，在印刷界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下，《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第五卷与广大读者见面

了。第五卷《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的所有入志人物，虽

然所经历的年代不同，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同，部门的性质

与规模不同，但共同特点，都具有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

锐意改革，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和无私奉献，真抓实干的

务实精神。这是值得印刷工业界所有同仁敬重、学习、借

鉴与思考的。

第五卷《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与前四卷相比，随着

时代的发展及视野的逐步开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

编选领域拓宽了，过去是以印刷工艺及印刷设备、器材制

造业为主，现在逐步拓宽到印刷教育、印刷史研究及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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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媒体等诸多方面。编委会认为在推动与促进中国印刷

工业的全面发展中，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单位及人员都做

出了不应忘记或忽视的贡献。二是增加了新一代印刷工

业企业家们以新技术促进印刷工业发展的选材。在本卷

入志的人物中，中青年比例有所增加，这说明印刷工业界

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在把握企业的发展战略、制

度建设、资本运作、科技创新的重大决策中尽显风采。我

认为在缅怀历史故人的同时，更应该着重歌颂当今时代

的新人。三是重视并发掘了各兄弟民族印刷工作者的选

材。中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各少数兄弟民族都为中

国古老文化的形成有很多的贡献，前四卷列入人物志的

各少数兄弟民族的文章甚少。第五卷人物志在万启盈先

生的积极协助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印刷技术协会的支持

下，推荐了几位蒙古族近代及现代从事印刷工作有突出

贡献的和内蒙古自治区以“特睦格图”命名的印刷奖的

获得者入志。在这里编委会热情希望新疆、内蒙、宁夏、

广西、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及云南、贵州、四川、湖南、辽

宁、吉林、黑龙江及台湾等少数兄弟民族聚居地区的印刷

协会能够协助发掘兄弟民族在传播民族历史、文化及社

会活动中，以人物活动为主体，记述不同历史时期的印刷

业发展过程的人物业绩。这是对中华民族印刷史料内容

的充实，将是极宝贵而有意义的事情。

编委会在总结第五卷《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组稿

过程中，也认为还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从人志人物的分布

地区来说还不够平衡；其次是科技人员，特别是高新技术



人员较少；三是由于观念的束缚，例如怕被别人误认为为

个人树碑立传等因素的困扰，加之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够，

使有些人才未能得到应有反映o

《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至今已出版了五卷，在编辑

出版工作中的不足之处编委会将认真总结，进一步改进

工作。同时也希望各兄弟协会和地方协会能够给予大力

协助，以使《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越办越好。

在《中国印刷工业人物志》第五卷出版之际，对陕

西省印刷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印刷协会，以及万启盈、

夏天俊先生在组稿、审核、推荐工作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一并致谢。

鲁兵

2003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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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创造贡献抗战

——纪念晋察冀画报社总技师何重生烈士
及几位老同志

何重生原名何建勋，字杰民，谱

名增利。1907年生于北京，祖籍浙

江上虞。《晋察冀画报》社印刷工

务长、总技师。1943年12月9日

在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争中牺

牲于日寇的枪弹下，终年36岁。

他小学毕业后，人怀英照相制

版学校，刻苦学习，成绩优异，毕业

王笑利

后留校代师传艺。后办杰民制版局，曾收学徒刘书元

(刘博方，以后也在晋察冀画报社工作)等，在北平首次

用克罗甸制版成功。又在王府井北京摄影社兼职，进一

步掌握最先迸的照相制版技术。1935年被北平艺专聘

为讲师，在图案美术系作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印刷方

面的科学知识。“九--]k”后，民族危机加深，他常与进

，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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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师生接触，将住所提供秘密集会，并为救亡印刷品秘密

制作铜、锌版插图。一些学生生活极度贫困，即给予资

助，故享有很高声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他亲见敌人

随便凌辱国人，义愤填膺，决心不为日本人照相制版，关

停了杰民制版局。北平地下党通过印刷界的关系结识了

他。当他得知平西抗日根据地急需照相制版镜头时，便

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珍贵的镜头，辗转送到根据地。

1938年他在北平秘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开始了他的革

命生涯。

1939年日伪政府为强化殖民宣传，决定办伪《新民

报》。三番五次邀他出任报厂负责人，甚至扬言：“你既

然不肯赏脸，宪兵队来抓的话，你不要后悔。”他不惧怕

敌人的威逼，坚决予以拒绝。

1940年旧历年刚过，他了解平西根据地印刷厂迫切

需要一批印刷技术骨干，毅然决定告别老母，惜别有孕的

爱妻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前往平西，献身于伟大的抗日民

族解放斗争。旧历三月二十四，他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北

平，躲过日伪军警的盘查和汉奸特务的跟踪，踏上崎岖不

平的山路，在地下交通员的保护下闯过四五道封锁线，一

个多月后到达宛平县斋堂抗日根据地，受到焦若愚县长

的亲切接待，参加了平西挺进军，被安排在易县铁角山技

术工厂搞印刷。在此与先他而到的北平印刷界的老朋友

杨瑞生、王丙中、徐福森等相会，共同战斗在一起。在新

的战斗集体中，他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同志间的真情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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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体会到此地距北平不过二百多里，却是两个世界，长期

受压迫受奴役的心情，一下子得到解放，心花怒放，激动

万分。他在给亲人们的信中写道：“到根据地后，自己等

于又有了一次新的生命，故改名为何重生。”此后，他一

直使用何重生这个名字。

1941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正在筹办《晋察冀画

报》，急需印刷技术骨干。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即向平

西挺进军萧克司令员电调平西下马的印刷厂骨干到军

区。“五一”前夕，何重生等八位同志携带照相制版器

材，在战斗部队护送下，行程四五百里，途中又遇上敌人

“扫荡”，牺牲1人，何等7人经半年多艰苦跋涉，于1942

年2月到达军区政治部驻地平山陈家院，受到军区首长

热烈欢迎。2月5日到达摄影科所在地平山支角沟村。

科长沙飞、副科长罗光达等老同志热烈欢迎新战友。这

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敌人频繁地“扫荡”

和“三光”政策下，根据地在缩小，我各单位实行“精兵简

政”，节衣缩食以渡过难关。但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工作，

《晋察冀画报》的筹备工作仍加紧进行，军区在人力和物

力上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1942年5月24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画报社在摄

影科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沙飞、罗光达分任正副主任，

何重生等技术骨干成为他们在印刷技术上的得力助手，

何重生担任印刷工务长、总技师。7月7日抗战5周年

纪念日，印出了第一期《晋察冀画报》o此前，即在何重

生等到达一个多月后，首先试印了《晋察冀画报时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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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以铜版照片30幅，宣传了志愿义务兵役制的伟大

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对敌政治攻势、狼牙山五壮

士、国际朋友班威廉夫妇来边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

最近活动等内容。这份画报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晋

察冀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书评称赞：“在制

版与印刷方面深受物质条件的限制，而竞能达到如此精

致的程度，够我们兴奋的了，就是敌人见了恐怕也一定会

大为惊奇的。”“装潢之美观，印刷之精致(洋宣纸、五色

彩版)可与战前大都市内所见之画报杂志相比美。”正式

创刊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则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精

彩的印刷质量与读者见面。铜版照片160多幅，90多

页，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当画报发送到重庆时，《新

华日报》称赞说：“当我们看到这样华丽的画报，不能不

大吃一惊，对着那五彩套版的木造纸封面一再凝视o”

“那精美的五彩封面，清晰而秀丽的图片，比之于战前上

海出版的画报也不逊色。”而日寇汉奸看到后，则惊恐和

怀疑边区印不出这样的画报，于是在保定市查遍了各家

印刷厂，也没有得到结果。

创刊号大型画报的出版，表明了何重生等印刷技师

们个个手艺高超，每个工序都有人把关，成为一个组织严

密、配合默契的战斗集体。但摆在社领导和何重生面前

的一个新课题是，在百十人的印刷厂中，懂技术的仅十几

个人，其余七八十个青年工人，虽抗战坚决、能吃苦耐劳，

却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文化，有的还只有十三四

岁，印刷技术更一窍不通。于是组织了技术课，何重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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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担任老师，结合实际讲授印刷操作，青工们边干边学，

使整体印刷技术水平大有提高。

当时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日寇频繁对我根据地“扫

荡”，一得到敌情就立即拆卸机器转移。笨重的石印机

和八页铅印机，成为沉重的负担，而且又影响快速出画

报。1943年初第二期画报印完后，铜版又发生危机，无

铜版来源就面临停刊的危机。在此情况下，社领导和何

重生等决定，为了丰富职工的自然科学知识，提高技术水

平，改良与创制生产工具，发展摄影、制版、印刷工作，进

一步担当起敌后文化战线上的重大任务，决定成立自然

科学研究会，选出沙飞为理事长，罗光达、何重生等为理

事，制订了工作计划，一方面加强工人的技术教育，一方

面改良与创制适合于战斗环境的生产工具和方法。何重

生是总技师，技术全面，革新器材和印刷方法的重担自然

落在了他肩上。

几个月中，他忍着经常出现的胃痛，反复查阅从北平

带来的技术书，有时关在屋内冥思苦想，设计草图并再三

修改，让木工做成模型。当他把轻便印刷机的模型放在

杨瑞生、高华亭、王丙中、康健、刘博方等理事面前时，大

家七嘴八舌找问题，提改进意见，何重生逐一记下大家的

建议，再修改草图，再做模型，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取得两

项重大突破。一是创造了“铅皮制版印刷法”，可不用铜

版印画报，能节省大量铜片及化学药剂，且产品精美优

良。二是创制了“轻便平版印刷机”，机身全以木质构

成，以铅皮代替石版，重量只四五十斤，只有石印机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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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分之一，铅印机的二十分之一，而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均有超过。1943年4月25日《晋察冀日报》曾予报

道。边区军、政首长均给予表彰和奖励。边区行政委员

会授予何重生奖状并发奖金边币2000元，奖状上写有金

光闪闪的八个大字：“匠心创造，贡献抗战”o这在当时

是晋察冀边区的最高奖赏。

两项技术改革对《晋察冀画报》的印刷技术有关键

性的改进，对游击环境下办摄影画报有重大影响。1944

年7月，被八路军救护的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中尉飞行

员白格里欧到画报社参观时，用了40分钟认真研究何重

生的铅皮制版法。在看到轻便印刷机印出的画页时，高

兴极了。他看了又看，不禁问到：“这木头印刷机有多

重?是你们自己创造的吗?”沙飞社主任向他介绍了两

项改革的过程，他异常兴奋地说：“我到处看到，你们八

路军有个特点，那就是完成极多，所用甚少，如果是其他

地方的工厂，那将要多大规模的设备呀。”“真是想不到

的事情，要不是我亲眼看到这种机器，我是不会相信

的o”白氏后来将他在这里得到的印制精美的《晋察冀画

报》及照片，还有和画报社人员一起的合影及印刷技术

革新的情况介绍传播给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

1943年4月问，日寇袭击了画报社驻地平山曹家

庄，社领导带领职工转移到阜平上庄。何重生和职工们

日夜不停地印制第四期画报；指导员赵烈带领部分职工

进行战备，在几里路外的山上挖洞坚壁暂时不用的器材。

旧历八月十五，大家正欢度中秋节之际，忽然接到军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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