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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毕癉的身份及其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动因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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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癉!/

9

约
#"%#

年"发明的*

是我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发展有巨大影响的四大发明之

一,有关这一重大发明的文章著作不少*但大多数是

重复沈括!

#"$#9#"(%

年"的记述*缺乏深刻的解析*

这影响了世界对活字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古代的进一步

认同,为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笔者从全新的视角*审

视史料*就毕癉的身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动因+过程

作探讨*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对毕癉发明活字印刷术*古籍中只有北宋沈括作

了简要记述,研究活字印刷术发明*分析沈括的记述

十分重要,沈括的记述如下.44庆历中*有布衣毕

癉*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

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

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

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

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

百千本*则极为神速,44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

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

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

污,癉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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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毕癉的身份

由于沈括字面上只道其#布衣$*许多学者便作出

了推测,概括起来有三类,一是不提其毕癉的身份*只

说他是宋代发明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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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笼统地称毕癉为工匠,如

#能工巧匠$

2

$

3

*#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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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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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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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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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进一步推论毕癉的身

份是印刷工,如#印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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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版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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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刻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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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对毕癉的身份*实际上

沈括不仅仅说他是#布衣$*还指出了细节,一是毕癉有

发明活字印刷术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毕癉制造大

量泥活字*需要选土+制泥+做字坯+刻字+烧硬-而

烧硬成陶活字又需要制窑+用火-排版需要制造排字

铁底盘和铁框*要有固版用的松脂+腊等,这些是需要

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可见*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如果毕癉只是一个普通的雕

版工匠*一名印刷工*是无此财力来发明活字印刷术

的*也是无法组织指挥多名工匠或学徒参与发明活字

印刷术的,因此*毕癉起码是雕版印刷作坊的业主,二

是从癉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来看*毕癉发明的这一套

活字是其私人财产*死后交给了沈括的子侄辈,如果

毕癉的身份是印刷工+刻板工*应是被雇用的劳力2

##

3

*

其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物是属于雇用他的作坊主的*

财产权不在毕癉*因而毕癉也无权支配,由此也可以

推论*毕癉的身份不是印刷工+刻板工*而是雕版印刷

作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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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毕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动因

毕癉是不会无缘无故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新发明

活字印刷术来印刷书籍*其投入较雕版印刷要大*而

活字印刷的书籍并不能比雕版印刷的书籍多卖钱,因

此*毕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原因只能有两种情况.第

一是不计代价为自己印书*第二是他人不计代价让其

印书,

分析第一种情况,从毕癉以后较早采用活字印刷

术的情况看*率先采用活字印刷术的不是雕版印刷作

坊主*而是为自己印书的有识官员,如南宋名相周必

大!

##!59#!"&

年"用沈括记述的方法*以胶泥铜板移

换摹印了他所著的%玉堂杂记&,又如*元代先后在安徽

旌德+江西永丰任县尹的农学家王祯*为印刷自己撰

写的%农书&*命工匠刻制木活字三万多个*并首先用这

套活字印刷了%旌德县志&一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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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有识官员*有

印刷自己的著作或者所编撰书籍的需要*又能承担得

起刻制活字排版印刷书籍的高额费用,而毕癉则不然*

毕癉作为布衣*可能没有自己编撰的著作*更无自己

编撰的著作可印,毕癉为大量印刷自己的著作而发明

活字印刷术的可能性很小,毕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动

因*显然来自外部*即第二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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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第二种情况,毕癉作为雕版印刷作坊主*从

事印刷是要赢利挣钱的,由于怕亏本*毕癉因正常印

书而自发+主动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可能性不大,要使

毕癉以发明活字印刷术来印书*又不亏本*还能多挣

钱*最合理的原因解释是.有人以不计代价为前提*要

求或限定毕癉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量印刷某种书籍!北

宋庆历年间确实大量存在这种情况*因为篇幅有限*

本文不予论证"*即满足常规的雕版印刷难以实现的印

刷需要,

三)关于毕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过程

毕癉要在限定的时间内交付印刷物*以时间最短+

速度最快的方式印刷*就需要创新印刷方式*以提高

效率,后世*清乾隆时期的总管内务大臣+四库全书处

副总裁金简*奏请皇帝批准武英殿改用活字排版印刷

后来纂修的%四库全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内

外汇集遗书及万种$*用雕版发刊*#不惟所用版片浩

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也即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方

式已经不能如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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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何尝不是毕癉发明新的

印刷方式的原因,针对雕版印刷的缺陷*毕癉作为雕

版印刷作坊主*熟悉用单个木活字块修复破损雕版的

技术*会首先想到雕文字板不如排现成的活字快*于

是就开始研发木活字,而研发木活字*何种方法最快/

这也有两种方法.一是专门刻制木活字*即制造一个

一个小木块*再在上边写反字+刻反字*再锯成一个一

个的木活字块*再修整-二是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即

把存储的已往用过的雕版锯开*直接形成一个一个的

木活字块*再修整,

从第一种方法来说,我们用清代的实例*作一比

较,金简建议乾隆改用木活字印%四库全书&时*将刻雕

版与制木活字进行详细对比,他举例说.刻一部%史记&

需用银
#&%"

余两*其中*制梨木板
!5'%

块*每块用银

一钱*共用银
!5'

两五钱*占总用银
#)*%D

-须写刻

##)*(

万字*每写刻百字工价一钱*共用银
##)"

余两*

占总用银
)#*%D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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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部书*如用木活字印刷*不需

要把全部字都刻出来*只需要把书中的不同文字及版

内重复字分别刻成单字块,就印同一部书而言*采用

雕版印刷*刻字量与书的总字数成正比-采用木活字

印刷*刻字量与书的总字数成反比*书的总字数越多*

需要刻的字数会增加*但占总字数的比例会缩小,元

代王祯为印%农书&用两年时间刻制了三万多个木活字*

印刷了总字数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也就是说印六

万多字的书*刻制
$

万多个活字就够用了*

2

#%

3这就是一

例,如用木活字印%史记&*按照金简与雕印%史记&的对

比*需要刻
#%

万个枣木活字,而雕
#%

万个枣木字*每

百字工料需银八钱*约需银
#!""

余两,此外*加上木

槽板+添空木子+箱格等*共需银
#&""

余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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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而金

简实际制造了枣木活字
!%$%""

个*其中*制造枣木子*

每百个用银二钱二分-刻工每百个字用银四钱五分-

写宋体字每百个用工银二分*计制造每百个木活字合

银六钱九分*总计用银
#'&(

余两,连同备用的枣木子+

配套器具等*通共实用银
!$$(

余两,

2

#'

3按此计算*制

造
#%

万个枣木活字*实际用银
#"$%

两!其中*制造枣

木子用银
$$"

两*占
$#*(D

-刻字用银
5'%

两*占

5%*!D

-写宋体字用银
$"

两*占
!*(D

"*制造备用的

枣木子+木槽板等*实际用银
$&(

两*共计
#$)&

两,

由此可见*制造木活字的工料费为雕刻印版的
'#*&D

*

制造木活字及备用制品的工料费共为雕刻印版的

(%*)D

,比较两者*雕刻印版*完成后除印刷%史记&*

别无他用,而刻制一套木活字*不仅能印刷%史记&*以

后还能印所有的书籍,这说明*专门刻制木活字较雕

刻印版*所节省的工料主要在以后,就从头开始而言*

专门刻制木活字较雕刻印版只是略有节省-如属于探

索研制活字*可能不节省,

从第二种方法来说*宋代刻本字与字之间是有间

隙的*其中许多大+中型字刻本字与字之间有足够大

间隙*有些达
!GG

以上*这样可以满足锯雕版直接成

木活字又不伤字的要求,锯现成的雕版直接成木活字*

不需要制造雕版工料费*不需要写刻工料费*所需要

的只是把现成的木刻印版锯成一个个的活字块*再进

行修整,我们还以上述清代实例说话,用木活字印

##)*(

万字的%史记&*无需锯出
##)*(

万个木活字*锯

出
#%

万个就够了,这样*就节省了制造雕刻印版所需

的全部工料费
#&%"

两银子,所需要的只是把
#%

万字的

雕版锯成
#%

万个木活字的工料费,弄清这个问题*需

要分析一下与之相似的制造
#%

万个木子的
$$"

两银工

料费,制造木子*是从原木或大木板+大木方开始的*

通过锯*形成小木板或小木方*再形成小木块*再修整

成木子,而锯雕刻印版相当于直接从形成木子坯的前

一道工序开始,因此*锯雕刻印版直接成木活字*节省

部分大体相当于制造雕版的由原木到制成木板的工料

钱,按制造每块木板用银一钱计算*

#%

万字需要制造

木板
$$)

块*计省银
$&

两,这样*锯雕刻印版直接成

#%

万个木活字*所需工料银
!(!

两*相当于雕刻印版

工料银的
!"*#D

,比较专门刻制木活字*锯雕刻印版

直接成
#%

万个木活字*也无需写+刻
#%

万个字*所付

出的只是制造
#%

万个木子工料费的大部分*即银
!(!

两*相当于专门刻制
#%

万个木活字工料银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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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上备用部分的工料费*锯雕刻印版直接成
#%

万

个木活字*合计需银
5&#

两*相当于雕刻
##)*(

万字印

版工料银的
&&*!D

*相当于专门刻制
#%

万个木活字总

工料银的
&5*$D

,显然*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比雕刻

印版要快得多*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比专门刻制木活

字也快得多,

如将这两种方法制造的木活字付诸印刷+装订成

书*在印刷前还需要增加检字+排版+校对+固版!解

版"的时间,这样*两种方法都要增加一部分工钱,但

增加后*并不改变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排版印刷较雕

版印刷最节省时间和劳动的优势*较专门刻制木活字

排版印刷大量节省时间和劳动的优势,

用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排版印刷方法最省工+最

省料*也最快,毕癉发明活字印刷术满足外部急迫的

批量印刷需要*自然会从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排版印

刷入手,这也是沈括记载给出的,一是毕癉发明活字

印刷术时*先尝试制木活字*后又放弃改制泥活字*

#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实际

指出了毕癉制造木活字的方法*不是专门刻制,笔者

观察过我国古代不同的木雕版*它们均由纵向破木制

板雕字而成*整块板木纹理为顺茬,那么*雕版锯成单

个木活字后*单个木活字纹理茬皆横向*加之木理疏

密不同所致的不同木性不再受木板整体的制约*会发

生变形*遇潮气+沾水更易变形,毕癉的木活字发生变

形*只能说明是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二是沈括记载

的#兼与药相粘$*是指木活字版用松脂+蜡等固定后解

版时化不尽,毕癉为什么用松脂+蜡等填充物融化了

固定木活字印版*而不是像后世木活字印刷那样用木

片或竹片等做成的榍子将范内活字榍紧*使一范活字

成为一块整版/ 当时*木工技术已很发达*类似的技术

已经存在和普遍采用,毕癉没有使用便捷的固定技术*

而是使用繁琐的填充物融化固定技术*反映的恰恰是

其锯雕版直接成木活字排版印刷所需,锯雕版直接成

木活字*锯成的单个字可能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有的甚至呈不规则方形,这样*用榍子紧固法固版*木

活字难以排整齐-单个木活字受力不均*易折断,用填

充黏结法固定*就能使不规整划一的活字排整齐并且

不发生折断,

联系起来看*沈括关于毕癉开始制造的木活字#沾

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的记述*实际是指印刷

着墨时木活字出现了变形+印刷后解版时黏结剂化不

尽,显然*毕癉用锯雕版直接形成的木活字排版印刷

了书籍*按时交付了#数十百千本$印本,而后*毕癉进

一步改进其发明*研制泥活字排版印刷,实际上*毕癉

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明

木活字印刷术-第二阶段*发明泥活字印刷术,毕癉两

个阶段的发明*成为后世采用和改进木活字印刷术+

泥活字印刷术+铜!锡"活字印刷术的源头,中国的木活

字印刷术与泥活字印刷术一样*最早是毕癉发明的,

元代王祯并不是最早发明木活字印刷术之人*而是最

早改进木活字印刷术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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