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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胡绳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的出

版，是中崖社会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及其他单位有

关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深化改革的大

好形势下，历史科学工作者立足于"两个文明"建

设，贴近现实，为社会需要服务的一次尝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匾。五千年来，

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地烂文明，搏大精深，以其辉煌

的成就拉立于人类文明之林 O 中华文明既是勤劳勇

敢、自强不息的我国各族人民世古代代艰苦奋斗的

结晶，也是凝聚我国各个民族团结奋进的无形力

量 O 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理所当然

要珍视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它并使之发扬

光大。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

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就

民族属性商言，不是欧美的，不是其他国度的，而

是中国的，是擅根于五千年中华民族她烂的文明之

上的文化。就社会属性而言，它既不是资本主义

的，也不是封建主义的，丽是继承了→切能秀历史

遗产、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

不能割断历史，必须丑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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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我的也不能向后离

退，必须努力创造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更高的、

更进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这样的任务

并非一朝→夕既能完成，需要我知全民族发揭爱国

主义精神，坚韧不拔，一代接一代地奋斗 O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从而

梅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我官]主张尊重历史，认

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文化合

乎逻辑的发展 O 因此，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文化，始终有一个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既往文

化传统的问题 O 如同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一样，我们

的文化传统也并非尽善尽美。官既有精华，也有糟

辈在 O 精华与糟柏搀杂，彼此渗透，总的说来，精华

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格局 c

因为主流是精华，所以中华文明才能随着社会的进

步而不断向前推进 O 也因为有这样那样的糟柏，所

以需要-ft接一代的改革者去挂陈出薪，创造更高

层次的文明 O

在人类文畴的发展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

族所创造的文明，既是它自己的，同时也是全人类

的。在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相融合是必

要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意味着把某→个国

家，或者某→种形态的文化，强加于其他国家或民

族。恰倍梧反，应该是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所

以，我妇主张中国应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广泛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我们国情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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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有。我们也主张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传统，不赞成在文化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

我们认为，惟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

荣，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实现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 O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者 O 对

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既主张潜心攻关，编撰富有

创见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

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鼓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

立足现实，从社会需要出发，撰写大众化的、有学

间的著作，进行学术普及，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贯

而努力 O 也就是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

的指导下普及 C

〈中华文明史i:í5}丛书规模恢宏，涵盖广泛，

内容丰富，是一套大型的普及性学术丛书 O 全书百

册，分别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史学、文

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礼俗

等不同方面，对灿烂的中华文晓史作了比较全面系

统的介绍。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阵容很强。其中，

既有众多学有专长的中老年学者，也有一批朝气蓬

勃的青年科研人员。这套丛书大都是他们在坚实的

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有较强的学术性、科学

性，而在表述方式上，黯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做到雅俗共赏。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带助广大

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侥秀文化传统，萌

确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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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豪感 O 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领导下，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为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努力奋斗。

19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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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言

印刷术最先发畴于中国，这是举世公认的历史 a

事实 O 印刷术在中国发明于何时的问题，自明朝始

就有人进行探讨、争论 O 经过数百年，迄今仍无定

论 O 综合起来有 7 种意见。

①西汉说O 有人认为印 ijj~术发明于西汉，主要

假据是两条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一是西汉文学家扬

雄在〈答刘散书〉中写有"悬洁自月，不刊之书"

的文字:二是〈太平梅览〉载西汉学者xlJ向为朝廷

校勘群籍 20 多年"旨先书 f竹τ ， 改易 7尹刊斗吁j 定

再誉写到缉缭丧串上呈交给皇帝 O

根据这两段文字中的"刊"字就推测两汉已有

了雕版印麟，显然是对" flJ .，字的含义有了误解 O

在这里，"刊"于是蹦改、政动或翻订、修订的意

思，丝毫没有 1苛刻的含义。

②东汉说 O 明代藩王朱!享:桦依据〈后汉书〉张

金传中汉灵帝诏令"刊章"缉捕张俭等人的记述，

认为东汉已有了印刷术 O 近人莫伯骥和日本学者后

藤末雄也持这种看法 O 己故教授刘盼遂掖据东汉学

者王充〈论衡·须颂篇〉中 6号→段文字"今方板之

书在竹患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O 如

题臼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



噩噩|印刷史话 士..蠢蠢.
布
ψ
\…~
E时L
Z

税
品
黯
咯

为珍秘，上书于国， i记己奏于郡

了雕版印尉术 C

经过认真推敲，这两种依据部站不住脚。张俭

传的原文是"乡人朱并素性信邪，为俭所弃O 并

杯怨志，遂上书告佳与同君在二十四人为党，于是 flj

章讨捕 O"所谓"刊章"意思是削除奏章上的某些

字句，此处应解释为在朱并告发张俭等人的奏若干上

将朱井的名字删掉，而后再颁示有关部门，决不是

将朱井的奏折或缉捧张俭等人的沼令刻印散发 O 至

于王充〈论衡〉中的那段文字，错if主太多，难以为

据。经前人校甚悉， "方极"应为"方技" "甲甲"

应为"某甲" Hìè奏"应为"奏记"，"卸"应为

"暇飞隋唐以前，"裂"字极少有雕版印展的意思，

文中"刻写"二字恐为唐代以后人们传抄过程中的

衍误 O 因而，这两条史料难以作为东汉己有印刷术

的证明 O

③六朝说O 清代学者李元复认为印刷术始自魏

晋六朝之间 O 国没有提出充足的史料掖握，故有人

说他仅凭主观臆测，而不予承认 O

④北齐说 O 乾隆年间的洪腾按和日本学者岛吕

翰，分别掖据〈北史) ~日起传和〈颜氏家训。中的

有关文字认为印刷术始于北齐 O 但他们对所据史料

中的文字理解有误，所持论点难以成立。早在清

末，叶德辉对岛因翰的观点就进行过批驳 O

⑤隋初说。明朝人陆深依据隋人费长房〈历代

三宝记〉中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 (593 年) "教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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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r嗡言重E惑三言. 中华文明史话 t-
像遗经悉令舅在撰"的记载，断定印刷术始自隋初。

其后现代学者胡应麟及清代学者方以智、袁枚、黯

凤藻也赞同陆深的意见。其实，陆深误解了"雕

撰"二字的含义。雕，指雕塑佛像:摸，指撰写佛

经 O 均与雕版印刷毫不相干 G

⑤五代说 O 明 fi';曾有人认为印刷术发明于五代

时的后唐，于在据是 {IB 五代史〉中记载后唐宰相冯

道曾向朝廷建议雕印儒家经典，后唐明宗批准了这

一请求，井下令付诸实行，因而认为冯道是倡令雕

辍印郁的第一人。但是，这一观点在明代就遭到否

定 C 近代以来，又有大量考古实物问世，彻底推翻

了这一观点 O

⑦窟初说。更多的学者认为，印刷术始自唐朝

初期 C 远在法朝，郑机就提出了这一直克点 O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版本学专家张秀良先生连续发

表论文和专著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现点，遂使印刷术

发萌于唐初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承认 O

据明朝史学家邵经邦〈弘筒录〉记载，唐贞观

十年 (636 年〉长孙皇后莞，唐太宗诏令将其生前

撰写的〈女页。十篇"梓行"天下。这说明唐初贞

观年间不仅有了印刷术，而且极有可能已经有了专

供朝廷御用的印刷机构及印刷工匠 O

在韩国发现的中国唐代 8 世纪初(约 704-

751 年〉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陆罗尼经)，是世界

上现存最早的舅在版印刷品。 20 世纪初在敦煌发现

的唐威逼九年 (868 年)王蔚为其双亲刊印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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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经〉卷，前边有印制精美的扉画 O 还有，唐乾符

四年 (877 年)部历书和中和二年 (882 年〉的历

书残页，都i正明唐代的印刷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

平。但是，唐初存在着印刷术并不能证明印刷术就

发辑于唐初。换句话说 印 f盲目术最早发明于何时的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就为后人留下了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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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种科学技术，从发明到被世人普遍接受

并广泛使用，总要有个发展的过程 O 科学技术的发

展规律是由程到糖，由简到繁，在民间流传的过程

中，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加以修改、补充、完善 O

当它的水平达到→定高度时，便由民间传人官府，

再传入宫中为皇帝所接受 O 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能

下、人们的科技革新意识相对谈薄的古代，这个发

展过程是很缓慢的 O 例如，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北宋

庆历年间 (1041-1048 年).当时曾受到人们的称

赞，却直到南宋绍熙年 i胃口190 -1194 年〉才出

现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籍，距毕升发明活字印刷

术己 140 多年了。又经过近 600 年，才被皇帝王式

接受~ ì召令用活字印崩〈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窟太宗皇后长再民莞于贞豌十年 (636 年〉六

月，刊印〈女贝司〉大约就在这一年或稍后不久 ， 1比

时距唐朝建国不足 20 年。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

传播的一般规律，雕版印刷术的发晓决不会始于窟

初，而在唐朝以前就己经存在一个不算短的时间

了 O

雕版印刷的出现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

件作为基础 O 所谓物质条件，就是造纸术的发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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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墨的大量使用 O 所谓技术条件，就是刻字技

术和碑拓技术的发展。

作为中国四大发瞬之一的造纸术，人们历来接

汉代宫修史书〈东现汉记上班固〈后汉书〉和晋

代张华〈簿物志〉的有关记载，认为是东汉蔡伦所

发明。 {8 近几十年来出土的许多实物表明在东汉以

前就已经有了纸: 1957 年在陕西摄桥一座古墓中

出土战国时期的剑、镜等物品，同时出士黄纸一

束o 该墓主生活年代虽难确定，但至迟不会晚于西

汉。在新疆罗布淳尔废墟中出士西汉黄龙元年(公

元前 49 年)的木筒，同时也出土了麻纸残片 c 还

在陕西扶风的西汉窑藏中出土了残纸片 c 据撞测，

这可能是西汉宜帝在位(公元前 73- 前 49 年〉时

的害藏。

因此，有人断定至迟在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40- 前 87 年〉己有了纸。

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1986 年在甘肃天水县放

马滩西汉文景时期(公元前 179- 前 141 年)的墓

葬中出土一蝠患麻纸画的地图，这张地图用纸与高

桥等处出土的纸不同，质地细软平靖，既然可以画

图，当然也可黑以写字 o 1990 年在敦煌市与安西

县之间的西汉重要驿站悬泉置发掘的 15000 多支简

牍和 2650 件其他实物中，就有大量宣帝和元帝

(公元前 73- 前 33 年)时期制造的麻纸，其中有

边缘清嘶的整张纸.还有 4 张用墨写了字的纸 G 这

说明，至迟在西汉文景时期已经有了屈地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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