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发明，使中国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广泛复制文字、拥有最丰富
藏书的国家。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播，从此走出手工抄写的漫长年
代。印刷术对于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被誉为
“文明之母”。

任何一项发明的产生，都不是灵感乍现的偶然产物。印刷术
发明以前，我国的造纸和制墨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文字形
式也由甲骨文发展到楷书，这些都是印刷术得以产生的物质条
件。同时，拓印和印章技术也一直繁荣发展，这也为印刷术的产
生提供了技术支持。隋唐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文化的繁荣是印
刷术产生的社会条件。在这些条件的集体发酵下，雕版印刷术出
现了。
综合有关史料及文物，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唐初。

雕版印刷一般选用细密坚实的木材为原料，将写在纸上的原稿
反向贴在板上，用刻刀把原稿中不是图文的部分刻去，即成印
版。雕版印刷最初主要印制一些佛像经文，后来慢慢扩展范围。
清代光绪年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
（868）刻本《金刚经》，是唐代雕版印刷书籍的珍品，也是世界
上最早有明确日期的印刷实物。
五代和宋元时，雕版印刷术全面繁荣。当时一版能印几百部

甚至几千部书，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但是刻版费时费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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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又占用空间，还会因变形、虫蛀而损坏，印量少的书尤其不
划算，发现错别字，往往需要重新刻版。宋代庆历年间，布衣
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
述：“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活字烧好后，先在铁板上铺上用松香、蜡和纸灰做的粘合剂，
再将活字依次排放，待粘合剂冷却，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
固定在铁板上，然后就像雕版一样印刷了。可同时准备两块铁
板，一块付印，一块排版，轮流排印。这种活字制版可随时拆
版、拼版，活字可重复使用，容易存储，是印刷术的一次伟大
革命。
因为用土烧制，泥活字极易破碎。元代王祯将泥活字改为

木活字：先在木板上刻字，然后逐字切开，修理整齐。这种木
活字用来印刷六万字的《旌德县志》，一月内就印了一百多部。
同时，王祯还创造了排字“转盘”，把活字依韵放在转盘上，转
动转盘，就可检取所需之字，十分方便。
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行其道。这一时期，还

出现了锡活字、铅活字、铜活字等印刷技术的新尝试。
活字印刷大大加快了排版速度，但与雕版印刷相比，还有

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字体大小不同，版面高低不平、疏密
不均，行列不齐，墨色浓淡不一等等，成品质量远远逊色于雕
版成品。因此，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术仍占据主导地位，活字印
刷术始终没能得到推广和持续运用。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虽曾多次使用活字印刷，但活字印刷

的留存物非常少。所以，虽然毕昇是早于德国约翰内斯·古腾
堡400多年的活字印刷发明者，但其影响力并未达到后者那样
大，最终没有竞争过西方印刷术。受我国印刷术影响最大的是
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西方印刷术的发明也许曾受其
启发。（古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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