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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印刷術發明之前，人們經歷長時間抄寫讀物，然而手抄費時、費事，又容

易抄錯、抄漏。因此，對新型複製技術就有了進一步的要求，這時印刷術應運

而生。 

 

魏晉南北朝時期，道家把有許多文字的木印印在紙上作護身符，並且製成圖文

並茂的木版。這樣的逐步發展，最終演變成雕版印刷術的出現。中國的雕版印

刷發明以後，先逐漸向鄰國傳播，繼而傳到西亞和非洲，最後傳到歐洲各地，

以至全世界。隋唐五代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階段。從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來看，

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一些讀物、日常和宗教用品，如佛經、佛像、曆書、

語言文字工具書以及票據等。在唐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五代十國（十世紀）印

刷，出現了新的突破。由政府刊刻的儒家《九經》是印刷業的一個創舉。因為

印刷的範圍拓寬至刊印聖賢之書。雕版印刷的普及，更為兩宋的印刷黃金時代

奠定了基礎。 

 

縱觀整個中國印刷史，兩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技術為成熟期。雕版印刷一版能印

幾百部甚至幾千部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費時費工，存

放版片又要佔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會因變形、蟲蛀、腐蝕而損壞。此外雕版

發現錯別字，常需整塊版重新雕刻。因此，在北宋時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元

朝時王禎完善活字印刷，製造了轉輪貯字盤，加快了撿字速度。宋朝印刷品內

容擴及儒、釋、道及諸子百家所有領域。除了書籍和版畫的印刷以外、還有紙

幣的印刷和發行。宋元以來出版中心散及全國四面八方，印刷用紙品質和品種

超過以往歷代。由於印刷術的普及和進步，使這一時期的印刷品趨於完美，成

為後世典範，為明清兩代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明清期間的木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插圖本著作驟增，由於多色套印的發

展，使整幅美術作品能用印刷形式表現出來。中國雕版印刷中的插圖直接代表

了版畫刻印藝術。版畫在發展過程中成了高度精美的藝術，這不單表現在其概

括主題事物的技巧上，也表現在它的佈局和雕刻的風格上。一幅精美的版畫不

單需要匠師純熟的刀法，還需要工匠個人對藝術的瞭解。中國的餖版彩印便證

明了這一點，它要求設計者、刻工和印工之間對原作的心領神會。木刻和插圖

起了實用和美學的雙重作用，作品所體現的往往是一代風騷，是整個時代的思

想、觀念、史實和個性。除了多色套印的發展，在明清時歷史上的泥活字和金

屬活字也得到全面復興，出現了用木活字和銅活字大規模印刷的高潮。明清時

形成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方形標準印刷字體，是印刷術進步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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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沒有印刷術的世界 

 

在沒有文字的遠古，知識只能靠口耳相傳。後來漸漸出現了「結繩記事」及

「契木為文」等方法來傳遞知識。直至文字出現後，古人才嘗試使用一些簡單

的技術來複製文字。印章的使用、碑石拓印以及紡織物印染技術的使用，可以

說是印刷術的先驅。 

 

 

文帝行璽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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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的使用 

 

印章在先秦時就已存在，多以金屬、玉石、木或象牙等材料製成。印章上一般

只有幾個字，如姓名、官職或機構。印文多用篆字，印章上除了刻成反體陰文

或陽文外，有時還刻有動物等圖案。  

 

古人在文書上鈐印表示信用、權威，在書信上加印則表示鄭重。此外，古人亦

利用「封泥」方法作書簡的保密用途。 

 

由於印章的反刻文字及蓋印技術，與雕版印刷術十分接近，這為刻版技術提供

了經驗。魏晉以後，道教徒製作大木印符咒和佛教徒製作反體佛像木印，均使

印章的使用技術愈來愈接近雕版印刷。 

 

 

「牢陽司寇」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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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之名由來 

 

「印」和「章」是漢代不同官階所用印章的專稱。據《漢書‧百官志》稱，漢

代規定官秩二千石（即「公卿」）的印文曰「章」，稱某官之章；二百、四百及

六百石的官職的印文曰「印」，稱某官之印。後合稱「印章」，而帝王的御印則

曰「璽」。 

 

漢及漢以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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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各地封泥 

 

紙還未在中國通用以前，古人在簡牘外用空白簡封面，然後寫上姓名、官職、

地點等，最後在繩的結紮處置上黏性泥，將印章蓋在泥上。乾涸後無人敢拆，

叫作「封泥」。 

 

古代埃及同樣在「沙草片」文件上使用「封泥」的辦法；而歐洲則以蠟代泥，

將印蓋在蠟上，可見中外均採用這種保密、防止偷拆的辦法。 

 

不過，當紙通行以後，「封泥」便演變成「封紙」。例如，在紙與紙的接縫處蓋

印，以防偽製；或在裝有文件的紙袋封口處蓋印，防止偷拆。這種防偷拆的辦

法一直沿用至今。 

 

 

漢馱侯家丞封泥 

 

 



6 
 

碑石拓印 

 

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已懂得用石頭刻字來記載重大事件。春秋時的石刻，外形

呈柱體，稱鼓石。漢以後的刻石則呈長方體，以便閱讀，稱為石碑。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曾先後七次刻石記功。漢人用碑刻字紀念重要事件或人物

事跡。以碑石刻出儒家經典起於東漢「熹平石經」，此後開始出現碑石拓印的方

法。而拓印技術的出現對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有一定啟示作用。 

 

 

 

碑石拓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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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經 

 

東漢末年，蔡邕有見於諸家經典的紙抄寫本在社會流傳時多有訛誤，便向朝廷

建議把儒家經典的標準本刻於石上，以供學者校讀。該經文自東漢熹平四年

（公元 175 年）起刻，故稱「熹平石經」。  

 

刻石完成後立於洛陽太學講堂前，此後四方學者雲集洛陽觀看、抄寫，但手抄

經文畢竟費事，因此漢末魏晉年間，就有人趁石經無人看管時，用紙將經文拓

印下來，從而令經文廣泛流傅。 

 

 
《熹平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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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刻石記功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為了證明自己受命於天，以水德而有天下，遂於公元前

219 年在泰山之顛，舉行了封禪，以祭告天地，並且立下刻石以頌功德。 

 

秦始皇在此後十年間（公元前 219-210 年），曾五次大規模巡視天下，在泰山、

嶧山、琅琊台、芝罘、碣石及會稽等地留下了刻石。  

 

秦始皇時期的原刻石，保留至今者只有兩件，而且皆破損嚴重。「泰山刻石」如

今只剩十個字。有關文字拓本現存最好的就只有明朝拓印的二十九字本；另一

件殘存的「琅琊台刻石」，現在已成碎石，雖經黏合，也僅得八十六字。目前，

只有清代前期及乾隆年間的兩個拓本傳世。 

 

 
秦泰山刻石 

 



9 
 

香港古石刻 

 

香港多處地方曾發現古石刻，如：蒲台島石刻、石壁石刻、大浪灣石刻以及黃

竹坑石刻等。其圖案與青銅器時代的陶器紋飾極為相似，不過，兩者之間是否

有關係仍未能確定。  

 

此外，香港多處地方還擁有天然石刻，如香港平洲島大鵬東灣多處發現甲蟲翼

部化石及葉類化石等。 

 

 

香港黃竹坑石刻 

 

 

 

香港石壁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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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拓印方法 

 

把石經文字拓印於紙上的方法是：先將薄而堅韌的紙潤濕，用刷小心覆蓋於碑

面，再以軟槌輕輕敲打，使紙透入碑面文字凹陷處。待紙乾後，再以內裝絲綿

的小包蘸上墨汁，均勻拍在紙上，揭下後即成黑底正體白字的石經拓片。拓印

除用於記錄碑文外，亦有用以記錄圖像，漢磚畫像石的拓印便是其中一例。 

 

 

車馬過橋畫像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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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物印花技術 

 

中國傳統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紋圖案，借用染料使圖案印在紡織物上。中國

的印染所用印花版有凸紋版及鏤空版兩類。前者俗稱木版印花，後者古稱「夾

纈」。兩者與蠟染同為中國三大印染工藝之一。  

 

印花技術應用於印染紙上，直接導致了雕版印刷術的出現。若把織物印染的花

紋圖案改成佛像，印在紙上，便變成宗教畫。而為了使宗教畫內容更加充實，

同時在印花版上刻出反體文字，然後印在紙上。如是便成為插圖本經咒或其他

宗教印刷品。在敦煌石室中，曾出土了唐代凸版及鏤空版紙印佛像。 

 

 
夾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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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各地印花 

 

古代東西方各國都以紡織品作衣着及日用品材料等，如絲絹、大麻和棉等織

物。人們為了織物的美觀，除染成不同顏色外，還要使織物表面出現花紋或圖

案。圖案可借紡織方法織成，也可用印染方法表現。  

 

埃及印花布在古印度和古羅馬都很聞名。公元六至七世紀歐洲法、德等國也有

印花布。雖然西方早已有印花技術，但西方造紙則大大遲於中國，只有當中國

的造紙術出現以後，印刷術才得以實現。 

 

 

新疆彩印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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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蠟染 

 

蠟染在中國已有二千年歷史。目前中國仍有少數民族以蠟染布製造服飾，而不

同少數民族之間的蠟染又有不同的飾紋。  

 

以苗族蠟染為例，不同地區的苗族蠟染有不一樣的題材。丹寨苗族地處溪地，

蠟染題材多為花鳥蟲魚；安順苗族聚居處，位於平地，蠟染題材多為花蝶；至

於雲南大理，彝、百族的蠟染紋樣多與刺繡相結合，題材多為雞、猴、鼠等；

而雲南納西、苗、彝、百族地處石林，蠟染題材常與該地流傳的民間故事有

關，有人物、孔雀、羊、象等。 

 

  

安順苗族蠟染                       丹寨苗族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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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印刷術源於中國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東西方各國在古代都有印章、石碑、印花板等複製技

術，為何印刷的發明卻在中國？ 

 

印刷離不開紙，而中國是發明造紙術的國家。有了紙以後，人們經歷長時間抄

寫讀物，對新型複製技術就有了進一步的要求。 

 

此外，雕版印刷需要反體刻字的技術。而把反體字印蓋在紙上的技術，中國最

晚至魏晉已經出現，大規模紙拓儒家經典則出現於南北朝。反觀世界各地雖然

均有石刻，但以紙拓碑刻反體文，則是中國特有的現象。 

 

魏晉南北朝時期，道家把有許多文字的木印印在紙上作護身符，並且製成圖文

並茂的木版。這樣的逐步發展，最終演變成雕版印刷術的出現。 

 

 

成造木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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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發於隋唐之際 

 

隋唐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和學術異常蓬勃，學校和識字的人數迅速增加，這

正是促進紙和印刷物更多地生產的直接催化劑。 

 

漢末經南北朝至隋唐，各地學校、佛寺、道觀興起，儒家、釋家及諸子百家的

著作大量增加。《漢書‧藝文志》收經、史、子、集一萬四千九百多卷，至《隋

書‧經籍志》則增至五萬多卷。 

 

由於漢朝以來，著作增加，漢字數目猛增，造成手書的不便，雕版印刷術乃應

運而生。此外，魏晉以後楷書盛行，它比先秦的篆字易認、易刻，更適合雕版

印刷的刻字，亦促進了雕版印刷術的出現。 

 

唐代宗教鼎盛，佛教和道教為唐兩大宗教，識字的宗教徒對讀物有大量的需

求，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可以提供更多讀物給宗教徒。有關印刷術的文獻記載在

隋末唐初已經出現，而唐初的印刷品也曾有出土。 

 

 
雕版印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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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演變 

 

中國的漢字經歷了長期的演變過程，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上，就出現了一些

記事符號。至商代的「甲骨文」被認為是成熟的漢字，單字有四千多個，可以

用來記述複雜的事件。西周時期的青銅銘文稱為「大篆」。秦始皇時實行統一文

字，進一步簡化大篆而為「小篆」。漢代通行「隸書」。在使用隸書的同時，為

了書寫的方便，出現了一種更簡便、名為章草的書體。東漢末期，「楷書」出

現，漢字書體的發展和演變從而完成。印刷術發明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楷

書成為雕版印刷的主要字體。 

 

 

盂鼎及碑文                      漢字形體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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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教概況 

 

唐代政治統一，經濟繁榮，與域外諸民族的往來，以及兼容並蓄的文化政策，

都是唐代宗教鼎盛的重要因素。除了佛教和道教盛行外，其他來自西方的景

教、伊斯蘭教，波斯的祆教及摩尼教等先後在唐朝傳入中國。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均曾借助道教來神化政

權，對道教倍加推崇，致使舉國上下修道成風。 

 

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武則天稱帝後，崇尚佛教，使佛教盛極一時。唐玄

宗登位後，有抑佛崇道的舉措，至唐武宗時期，有會昌滅佛之舉，但擁有廣大

信徒的佛教在本土化之後仍能繼續發展。 

 

 

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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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唐代雕版印刷品出土 

 

唐初梵文《陀羅尼經咒》 

公元 1974 年在西安市西郊柴油機械工廠內唐墓中出土的梵文陀羅尼咒單張印刷

品，四周印以十三行梵文咒語，共 52 行，為唐初（七世紀初葉）印刷品。這證

明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時間應在唐以前。 

 

唐武宗在公元 845 年詔禁佛教，毀佛寺、焚佛經，破壞了無數早期印刷品。不

過，在地處西陲的吐魯番（高昌故地），由於未受反佛活動的波及，故此仍然保

留了盛行佛教的證據，如《妙法蓮華經》的出土。 

 

 

梵文《陀羅尼經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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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版印刷始於唐代 

 

在木版印刷出現後，中國很快又出現了銅版印刷。銅版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唐代（公元 618-907 年）。 

 

清代學者葉昌熾（1847-1917 年）積二十年時間收集歷代石刻拓片八千多種，

加以深入研究，寫成《語石》（1909 年）十卷。該書卷九記述了唐玄宗開元年

間遺留下來的《心經》「銅範」，並非作「書範」之用，而是直接用以印刷該經

的銅質印版。這是八世紀前期中國用銅版印刷的最早的實物資料。唐代用以印

刷佛像的銅版二十多年前曾在陝西發現，也再次提供了實物例證。 

 

 

公元 834 年鑄唐代佛教銅印版及銘文臨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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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活字印刷的發明 

 

宋代以來雕版印刷發展迅速，刊印的讀物愈來愈多，但由於雕版印刷術不利於

製作長篇以及工作沉悶，致使人們努力探索新的製版方式，活字印刷術應運而

生。  

 

十一世紀北宋時，非金屬活字印刷首先發展，木活字是最早的活字，用於印發

田契、官契、鹽引和茶引等，接着用於印書。活字還傳到與北宋並存的西夏

（1038-1227 年），近年來十二世紀西夏文木活字本已發現，而西夏木活字技術

來自北宋。但北宋木活字本沒有保留下來，只有南宋本傳世。 

 

因木活字成本較高，畢昇又發明泥活字。據北宋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

（1088 年）記載，泥活字印刷術是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 年）由布衣（平

民）畢昇發明的。雖然文中詳細記載了泥活字製版的辦法，但對畢昇的生平卻

沒有具體記載。 

 

 

活泥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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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技筏 

 

據《夢溪筆談》所載，畢昇先用膠泥刻成單字，用火燒硬。然後在鐵板上放鬆

脂、蠟和紙灰，作為黏藥，放上鐵框，然後排字。滿了一框，就把鐵板放在火

上略為加熱，當松脂熔化時，用平板一壓，便製成活字版。通常預備兩塊鐵

板，互相更替。印完後把活字取下，按字韻分類檢索，以便日後再用。 

 

 

畢昇像                           泥活字 

 

 
畢昇活字版印刷工藝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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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溪筆談》 

 

有關古代中國的發明和創造鮮見於史冊，而《夢溪筆談》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科

學著作。成書者沈括曾中進士，博學能文，於天文、曆數、醫卜、樂律等無所

不通，曾支持王安石的變法運動，晚年居於潤洲夢溪園（今江蘇），因而把著作

名為《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全書共三十卷，分十七個門類，內容不僅涉及歷史事件、人物傳

記、典章制度、考試制度，還有哲學、語言、音樂、繪畫、書法等方面。全書

大約有五分之三用以記載自然科學、工程和技術等方面。 

 

 

沈括像 

 

 



23 
 

 
《夢溪筆談》一書中關於畢昇用泥活字印刷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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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活字發明於十二世紀北宋 

 

金屬活字發明於十二世紀北宋，雖然銅版印刷起源於唐代，但唐代不可能作出

銅活字，因為非金屬活字是北宋時才發明的。關於金屬活字印刷的技術，從

「中國金屬活字印刷的技術源頭」一圖可以看出，金屬活字印刷是鑄印──鑄

錢技術、造紙技術、銅版印刷和非金屬活字技術結合後的產物，所有這些技術

在宋代都進入新的階段。金屬活字技術之所以誕生於中國，是因為中國在世界

上領先發展銅版印刷和非金屬活字技術達幾百年。當其他國家或地區具備發展

金屬活字的適宜條件時，中國早已鑄出金屬活字並用於印刷，而且這種技術已

向東西方傳播出去了。 

 

 

中國傳統金屬活字印刷工藝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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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與活版比較 

 

活字印刷優點： 

一、有利製作長篇 

原因：1. 活字佔用空間不大 

   2. 不需要大量人力刻版 

   3. 不需要大量木材 

二、提高製版時效，因活字是預製的。 

三、活字用後回收，可反覆排版。 

 

活字印刷缺點： 

一、不利表意文字的印刷 

原因：需要大量活字才能成版，只宜一次性大量印刷。 

 

雕版印刷缺點： 

一、不利製作長篇 

原因：1. 雕版佔用空間大 

   2. 需要大量人力刻印 

   3. 需要大量木材 

 

雕版印刷優點： 

一、有利表意文字的印刷 

原因：雕版可以長久保存、重複使用，宜重複小量印刷。 

 

 

轉輪貯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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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木刻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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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活字量 

 

中文屬表意文字，任何內容豐富的著作都要用上幾萬個單字。在一套中文活字

中，同樣寫法的字至少要幾個，常用字至少要 20 個以至更多，因而總數超過

10 萬、20 萬是常事。但拼音文字的全副印刷符號包括大小寫字母、數字及其他

總共數目卻不到 1,000 個。 

 

清代為了《古今圖書集成》的印刷，造銅活字超過百萬個以上。其後，清《武

英殿聚珍版叢書》造木活字則多達 25 萬個以上。由於中文活字製版需要大量用

字，這解釋了為何中國雖然早在十一世紀已發明了活字印刷，但一直未能成為

印刷術中的主流。 

 

 

翟金生泥活字 

 

 



28 
 

雕工技藝 

 

雕工刻字需要熟練的技術和經驗。工序及要求如下： 

 

1. 刻工需用刀口在板文每字周圍劃線，先劃直線，再劃橫線，使每個字在四方

形刀線內刻成。 

 

2. 刻字時要先從左刻起，對每個字的橫（一）、撇（╯）、捺（╰ ）、豎

（｜）、點（、）逐一下刀雕刻。刀要與木板成一斜角，否則筆畫線條便會

易斷。 

 

3. 字之間的空白部分，要小心用大小不同的剔空刀剔，使文字凸起。 

 

4. 板面刻字約凸出板面 1～2 毫米。 

 

5. 板面設計要留出四周邊框，以便刷印。 

 

6. 若雕版刻字有誤，則需在錯字四周挖出方塊，另以稍大木釘嵌入方槽中，然

後再重新刻上反體文字。 

 

 

雕版操作工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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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印刷縱橫 

 

隋唐五代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階段。從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來看，唐代的雕版印

刷品主要是一些讀物、日常和宗教用品。兩宋時期，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

北宋時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元朝時王禎完善活字印刷，製造了轉輪貯字盤，

加快了撿字速度。除了有單色印刷外，更有複色印刷，在印刷品裝訂與裝幀方

面也有新的突破。契丹族建立的遼國，於十世紀達到鼎盛。他們重視佛教，大

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量印刷佛經外，也印刷儒家經典、各類史書、詩集及各

種工具書。明清兩代的印刷，不但在數量、題材及產地分佈上超過前代，而且

印刷品的藝術性也非前代可比，在技術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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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印刷 

 

隋唐五代歷三百七十九年（公元 581-960 年），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階段。從出土

文物和文獻記載來看，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一些讀物、日常和宗教用品，

如佛經、佛像、曆書、語言文字工具書以及票據等。除了純文字的讀物外，還

有圖文並茂的插圖本。這些印刷品在當時的社會有很大需求量。 

 

在唐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五代十國（十世紀）印刷，出現了新的突破。由政府

刊刻的儒家《九經》是印刷業的一個創舉。因為印刷的範圍從此大大拓寬，更

進一步被用於刊印聖賢之書。雕版印刷的普及，更為兩宋的印刷黃金時代奠下

了基礎。 

 

 
 

曆書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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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取西經 

 

玄奘（公元 602-664 年），俗姓陳，名褘，洛州人（今河南），十三歲即受度為

僧。玄奘有感當時的佛教典籍疑惑甚多，認為是佛教典籍翻譯的差誤引起，遂

決定西行至天竺（印度）求法，用梵本經籍來釋疑。 

 

據文獻記載，玄奘西行取經回來後，曾於公元 658-663 年間用回鋒紙印刷菩薩

像，發給僧尼以及在家的信眾。印刷品每年要用五匹馬來運載，而且每年所派

發的數量都沒有剩餘。這不單表明唐初的印刷技術已經達到一定水平，而且大

眾對有關佛教的印刷品也有一定的需求量。 

 

 
玄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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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用木 

 

印刷板或木活字的木材，多選取粗壯而挺拔的木，這樣可以得到足夠的版面。

木材的硬度要求適中，既要易於下刀雕刻，又要有足夠的硬度和強度，太軟或

太硬都不適宜。同時，木質宜細密均勻，紋理規則，沒有疤節。經刨平後，表

面平滑而且受墨性好。 

 

由於印刷業需要消耗大量雕版，所以製版用的樹木應當分佈較廣，能夠充分供

應印刷木材所需；而且木材還不能過於昂貴，否則便會增加生產成本。一些稀

罕的貴重樹木，雖然品質良好，但因昂貴難得，反不宜在印刷中採用。古人因

此通常選用梓木、梨木和棗木等木材來製作雕版和木活字。 

 

   

梓樹              棗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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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用紙 

 

印刷用紙的表面應當盡可能平滑受墨、有足夠的白度、緊密度和適中的厚度。

紙最好是柔韌而薄的紙，不應硬而厚。漢朝以來，雖然已有紙的生產，但到南

北朝時才能製造出適合印刷用的紙。而漢代紙一般較厚，表面平滑度不高，不

適於印刷。隋唐五代時的紙比南北朝時更為精良。從出土文物可見，唐、五代

佛像、佛經用紙絕大多數是使用白麻紙和黃麻紙。 

 

宋以後，中原麻紙漸少，印刷多用皮紙及竹紙。皮紙薄而柔韌、平滑受墨，最

適合印書之用。竹紙是唐末在南方興起，至宋以後竹紙產量迅速增加，質量也

有所改善，最適宜印製大量生產的讀物。 

 

 

竹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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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用墨 

 

印刷不可缺少墨。中國自古便用炭黑製墨，當含碳物質經過不完全燃燒後，便

會產生輕質而疏鬆的黑色粉末，即炭黑。殷墟的甲骨文上曾發現含有炭黑成分

的黑字，由是可知殷人早已懂得製墨。 

 

製墨的燃料主要是松木及桐油。唐宋以來的印刷業多用松木所燒成的松煙墨刷

印。因為松木含有豐富的樹脂，可製成優質炭黑。松煙墨的優點是生產成本

低，便於大規模製造。 

 

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介紹了燒取松煙的臥式窯，該窯根據地形

從低處向高處建起，另在窯的最低處開一呎見方的小口，以便燃燒松木。 

  

 
松煙製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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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的印刷 

 

《九經》指以下九部重要的儒家經典：《易經》、《書經》、《詩經》、《春秋左氏

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儀禮》、《禮記》、《周禮》，總共 130 卷。

《九經》的刊刻是中國印刷史中的重大事件，它是由五代後唐（公元 923-936

年）的宰相馮道（公元 882-954 年）奏請國子監刊刻的。 

 

《九經》要先經過文字校勘、註釋，成為標準版本後，才能刊印。《九經》的刻

印從後唐長興三年（公元 932 年）起，直至後周廣順三年（公元 953 年）止，

共享了二十一年的時間。馮道在目睹《九經》刻印本後的第二年（公元 954

年）便與世長辭，他多年的心願總算在有生之年實現。  

 

 

《冊府元龜》中有關馮道組織刻印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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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印刷 

 

兩宋時期，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北宋時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元朝時王禎

完善活字印刷，製造了轉輪貯字盤，加快了撿字速度。除了有單色印刷外，更

有複色印刷，在印刷品裝訂與裝幀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宋朝印刷品內容擴及儒、釋、道及諸子百家所有領域，舉凡文史、哲學、地

理、詩文、小說、戲劇、星象及音樂之類的刊本，應有盡有。特別是出版了更

多的科技和醫學著作。除了書籍和版畫的印刷以外、還有紙幣的印刷和發行。 

 

宋元以來出版中心散及全國四面八方，印刷用紙質量和品種超過以往歷代，形

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網絡。由於印刷術的普及和進步，使這一時期的印

刷品趨於完美，成為後世典範，為明清兩代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清明上河圖》中的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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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紙幣 

 

宋代由於工商業的發達和印刷業的繁榮，開始出現紙幣，以代替古代沿用的金

屬貨幣。紙幣最初由四川商人使用，後由地方政府接管。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 年）先由四川印發「交子」作為紙幣，效果良好，及後推廣於其他地

區。 

 

宋代雖然曾印發大量紙幣，但實物遺存甚少，只有北宋所印「交子」的印版拓

片及南宋「行在會子庫」印版實物能夠保存下來，其版材為金屬（銅）。鈔面可

能是以朱墨間錯的多色印刷，印文或用屋木人物。 

 

十二世紀時北宋發明的金屬活字，在印刷紙幣時，得到應用。在印刷紙幣前，

需要將銅活字放在版上，表示票面字號和官員花押。宋、金、元、明的印鈔均

利用銅活字進行。 

 

  
「交子」                    「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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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禎轉輪貯字盤 

 

宋代用帶有許多抽屜的大木櫃貯存活字，檢字工取字，放在檢字盤中，再排

版。元大德元年（1297 年），王禎在安徽旌德縣時，親自設計製造木活字三萬

個，排印了《旌德縣志》，全書六萬多字，不到一個月就印出一百多部，速度

快，質量又好。 

 

王禎在排字技術上，又創造了可以轉動的貯字盤，或稱轉輪字盤。其狀似圓桌

面轉盤，盤的直徑七呎，軸高三呎多。盤內用竹條劃分成許多的格子，格子按

照各字音韻的順序編號，按韻歸入格中。 

 

排版時，由兩人合作，一人看文章、喊號，另一人坐在兩個貯字盤的中間，轉

動左右輪盤，按照報出的號把字模選出。排字工人由是不用走來走去的選字，

從而節省了人力和時間，這是排版技術上的一大進步。 

 

 

 

《農書》中的活字版韻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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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鶻文木活字 

 

木活字術最遲在元代已傳入新疆。法國人伯希和 1907 年在敦煌千佛洞一個地窟

內發現一桶回鶻文木活字，總數有 960 枚之多。伯希和斷定該批木活字為十三

世紀之物，它們大部分處於完整狀態。該批木活字由硬木製成，而且長短不一

期。由於回鶻文屬拼音字，每字由不同數目的字母拼成，在每個活字塊刻出一

詞，木活字的形狀便長短不一。 

 

 

元代回鶻文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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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金夏印刷 

 

遼代印刷業最發達的是燕京（北京）、范陽（涿洲）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帶。

在當時的燕京，已有多間民間作坊，說明當時北京的印刷已經十分興盛。遼代

的大型印刷品為《契丹藏》（《遼藏》）卷軸裝，約五千餘卷。金代對印刷十分重

視，設國子監，主管書籍的印刷。據載，金國子監所印的書有六經《十七史》

等書三十餘種。西夏建國以後，開始刻印書藉，而且印量很大。政府機構中，

設有紙工院和刻印司等，可見西夏政府很重視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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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印刷（公元 907-1125 年） 

 

契丹族建立的遼國，於十世紀達到鼎盛。他們重視佛教，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除大量印刷佛經外，也印刷儒家經典、各類史書、詩集及各種工具書。 

 

遼代印刷業最發達的是燕京（北京）、范陽（涿洲）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帶。

在當時的燕京，已有多間民間作坊，說明當時北京的印刷已經十分興盛。遼代

的大型印刷品為《契丹藏》（《遼藏》）卷軸裝，約五千餘卷。 

 

在山西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印刷敷彩佛畫，為印刷黑白底紋後，再用手工

塗彩而成。 

 

 

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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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印刷（1115-1234 年）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 年），金世祖完顏旻稱帝，正式成立大金國，天會三

年（1125 年）滅遼，天會四年佔領開封，形成南宋和金朝長期對峙的局面，並

且設北京為中都，成為當時的政冶中心。 

 

金代對印刷十分重視，設國子監，主管書籍的印刷。據載，金國子監所印的書

有六經《十七史》等書三十餘種。 

 

金民間印刷業，遍及今河南、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等北方廣泛地區，尤以

平陽一帶最為興盛。 

 

平陽（今山西臨汾）及其附近分佈了較多的印刷作坊，數量及質量可與建陽相

比。黑水城出土的《四美人圖》即來自平陽著名印刷作坊姬家。平陽民間印刷

的《金藏》，工程巨大，歷三十多年才刻印完成，現存約四千多卷。這證明當時

平陽一帶集中了一批精良的刻版工匠。 

 

女真族與漢族、契丹族一樣信奉佛教，各地寺院藏有印本佛經圖，有的寺院自

行籌資印經。最著名的是 1148 至 1173 年在河東天寧寺（今山西運城西南）所

刻印的金版《大藏經》，收佛典 6,900 餘卷，作卷軸裝。1933 年此金版藏經於山

西趙城廣勝寺被發現，又稱《趙城藏》。 

 

 

《四美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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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城《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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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印刷（1032-1227 年） 

 

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西夏，居今寧夏一帶。他們信奉佛教，除使用自己的文

字外，也使用漢字。 

 

西夏建國以後，開始刻印書籍，而且印量很大。政府機構中，設有紙工院和刻

印司等，可見西夏政府很重視印刷。 

 

西夏印刷品中佛經數量最大，非宗教著作中有字書、儒家典藉、歷史書、政治

書、兵書和曆書等，有西夏文，也有漢文。既有木刻本，還有十二至十三世紀

的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如 1991 年寧夏發現的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

本續》和 1989 年甘肅武威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本《維摩詰所說經》。 

 

 
西夏《金剛經》漢文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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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木刻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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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印刷 

 

明清兩代的印刷，不但在數量、題材及產地分佈上超過前代，而且印刷品的藝

術性也非前代可比，在技術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明清期間的木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插圖本著作驟增，由於多色套印的發

展，使整幅美術作品能用印刷形式表現出來。歷史上的泥活字和金屬活字得到

全面復興，出現了用木活字和銅活字大規模印刷的高潮。 

 

明清時形成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方形標準印刷字體，是印刷術進步的標誌。

書籍裝訂方面，包背裝和線裝成為主流。歷史上沒有任何朝代像明清時那樣出

版題材廣泛的通俗讀物，尤其是插圖本戲曲、小說、畫冊。此外，經史子集、

釋道、科學技術、地方志、譜牒、叢書、類書、西洋著作及各種用少數民族文

字編成的作品，甚至天主教讀物，都無所不包地出版。 

 

 

司禮監譯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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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印刷東漸 

 

清代末年，西方印刷技術和設備輸入中國，逐漸取代雕版技藝。一些圖像著作

都改用石印。但木刻雕版的技藝依然延續到現在。 

 

從一些清代宮廷刻印的版畫中，可以看出這時的印刷技藝已受到西方技法和內

容的影響。 

 

 

《點石齋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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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術在西方 

 

十五世紀後期及十六世紀早期，印刷術的傳播對西方的思想和社會都有深刻的

影響。它激發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興起；而這兩個運動反過來進一步促進

印刷術的發展。西方學者曾指出，「西方世界現代文明進程中的幾乎每一項成

就、都以不同的方式與印刷術的引進和發展有聯繫。」首先，印刷術能使書籍

廣泛發行，這意味教會對知識的壟斷被打破，從而為發展新學問開拓道路。另

一方面，印刷術促進了歐洲民族文學的發展，從而促進民族主義興起。由於當

時的書籍多以不同的歐洲民族語言出版，不同民族的語言詞彙、語法、結構、

拼法和發音等可透過印刷品得以固定，這不單促進通俗文學的發展，還促使歐

洲各國民族意識的確認。 

 

 
十七世紀的歐洲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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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與印刷 

 

歐洲印刷術的發展與宗教改革有密切的聯繫。1517 年馬丁‧路德發出宗教改革

聲明之前，一定數量的通俗版聖經已經出版。宗教改其中一個導火線是要反抗

教會濫用職權，特別是出賣「贖罪卷」以獲利。另一方面，印刷術也使宗教改

革的思想能以小冊子和傳單等印刷形式而廣泛流行。所以，歐洲宗教改革者馬

丁‧路德在提到印刷時認為「它是上帝無上而終極的恩典，使福音得以傳播」。 

 

 

《42 行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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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國的印刷藝術 

 

中國雕版印刷中的插圖直接代表了版畫刻印藝術。版畫的發展次序首先是宗教

畫，其次是實用畫，最後是藝術畫。 

 

版畫在發展過程中成了高度精美的藝術，這不單表現在其概括主題事物的技巧

上，也表現在它的佈局和雕刻的風格上。一幅精美的版畫不單需要匠師純熟的

刀法，還需要工匠個人對藝術的瞭解。中國的餖版彩印便證明了這一點，它要

求設計者、刻工和印工之間對原作的心領神會。木刻和插圖起了實用和美學的

雙重作用，作品所體現的往往是一代風騷，是整個時代的思想、觀念、史實和

個性。 

 

 
武財神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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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與版畫 

 

版畫從早期樸拙的版刻，到後期栩栩如生的畫面，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要暸

解刻版技術的發展，需要透過具體作品的比較。版畫種類廣泛，既有人物畫，

又有山水花鳥畫等。就鐫刻技術而言，人物畫的難度較大，技術性強。然而，

山水花鳥畫是在人物畫出現以後才逐步發展的，人物版畫因而具有代表性。因

此分析版畫的藝術性，宜以人物版畫為主。 

 

 

《梅花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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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經卷扉畫 

 

最早的印本插圖出現在公元 868 年的《金剛經》中。經卷內有一幅「扉畫」，釋

迦牟尼佛正坐在畫幅的中央，與跪在地上的弟子交談。四周侍者之中，有眾

神，有僧侶，也有身穿漢族服裝的官員。此說法圖在處理眾多人物的複雜構圖

上，無論在主賓位置，或疏密佈局，都恰到好處。線條筆觸工整，有濃厚的版

刻味。該說法圖顯示了唐代成熟的木刻藝術和刀法技巧。而五代版畫也有若干

傳世。 

 

 

《金剛經》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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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插畫 

 

宋、金、元朝時，木刻藝術有進一步發展，不僅藝術和技巧水平提高，而且除

宗教內容外，也涉及科技書插圖、風景人物、日常生活和文化娛樂。北宋大觀

二年（1108 年）刊《開寶藏》中《御製秘藏詮》四幅插圖，是宋代版畫的精

品，現藏哈佛大學福格（Fogg）藝術博物館。13 世紀（1238 年）的《梅花喜神

譜》是有名的花卉圖錄。譜中收錄了一百幅描繪梅花開放各個過程的插圖。 

 

元代由於通俗讀物流行，課本、小說、戲劇等都運用了插圖，木刻畫數量大

增。雖然插圖略粗疏簡陋，但對明代初期的插圖產生一定影響。 

 

 

《御製秘藏詮》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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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四美人圖》 

 

金代出現大型木刻印的單張畫以《四美人圖》為代表，此圖由俄國探險隊在黑

水城發現。圖上刻有「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十字，刻印者是平陽姬家書

鋪，年代大約在十二世紀。這幅《四美人圖》實際上是年畫。從四美的面貌、

服飾、姿態上看，都和敦煌壁畫中的「供養人」彷彿相像。金刻本佛經中也有

插圖。 

 

 
《四美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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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版畫 

 

在明代書籍中的插圖出現得更多，無論在數量還是技藝上，均超越了前代，這

些插圖涉及了更多的主題，體現了不同派別的形式和風格，運用了精巧的技

藝。利用插圖最多的書籍，有小說、戲劇、詩集、藝術作品集、科學著作、啟

蒙教材，以及歷史、地理、傳記等著作。絕大部分的木刻畫都是出自通俗文

學。 

 

清代書籍插圖木刻興旺程度略遜於明代。清插圖書籍由宮廷高手繪刻，多為記

錄皇室、慶典、出幸、戰功而作，如康熙年間的《萬壽盛典圖》、乾隆年間的

《南巡盛典》。農業手工業等版畫集中最著名的有《御製耕織圖》，以宋代同名

繪畫為依據，經改繪後印製，再着色。清代有些小說和短篇故事也出版了插圖

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其刻畫人物的風格與工藝，幾近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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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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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版畫流派 

 

明代最有名的刻工出自最佳紙墨產地新安的黃、汪、劉三姓，尤其黃姓一族就

出了一百多位刻工。新安刻工後來有幾家遷移到金陵、蘇州、杭州、北京等

地。來自新安的刻工風格雋秀清雅、線條細緻婉麗，世稱「徽派」。建陽雕工精

謹，金陵筆法剛勁，蘇州明快流暢，杭州縝密含蓄，吳興圖刻奇巧。 

 

 
《人鏡陽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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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印刷 

 

早期書版和版畫多印成單一墨色，為求彩色效果，有時在版面線條內上色，但

一次只能完成一份。為求多重複印，則在一版不同部位填上多種色料，刷印後

即呈不同顏色，這是彩色印刷的最早形式。據載，北宋時以此法印插圖和紙幣

「錢引」。金元以後，單版多色印刷繼續發展，且有實物遺存。 

 

 

清代年畫《女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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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朔偷桃》 

 

1973 年陝西博物館人員修理西安碑林中石台《考經》時，於碑背支柱空穴內發

現一幅民間風俗畫、碑文拓片、女真文殘紙及銅幣等物，銅幣最晚鑄於 1158

年，因而判斷這批文物為金代遺物。版畫為《東方朔偷桃》，描寫西漢東方朔偷

取西王母的長壽桃而成仙的故事。版畫畫面由濃墨、淡黑及淺綠三色印於淺黃

色麻紙上，可能為十二世紀初金代平陽所刻，是單版三色印刷早期的實物標

本。 

 

 

西安碑林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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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注》 

 

元順帝至元六年（1340 年）中興路（今湖北江陵）出版的註釋本《金剛般若波

羅密經》是單版朱墨雙色印本。經文為紅色大字，注文為黑色小字。卷首插圖

描寫一和尚註釋佛經，兩旁各立一人，人物衣領及桌腿等印以朱色，背後松樹

印以黑色。明清時不少書以單版多色印刷方法生產，傳世者較多。 

 

 
朱墨雙色套印《金剛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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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版多色疊印 

 

多版多色印刷作品在不同顏色交接處發生顏色滲透，而且每版不能印出更多的

顏色。因此，古人想到分版着色、分別刷印，這就導致多版多色疊印技術，其

技術要點是以大小不同幾塊木版刻出原作不同部位，分別填上不同色料，再分

幾次印在同一張紙上，這種技術古稱套印、餖版，今俗稱木版水印，但這個名

稱在技術上是不正確的。這種技術在明代獲得高度發展，萬曆三十三年（1605

年）徽州製墨家程大約滋德堂刊《程氏墨譜》五十幅插圖，即以套印方法印

成。 

 

 
程氏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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餖版印刷工藝 

 

 

餖版印刷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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餖版印品：齊白石《蝦圖》                     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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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齋箋畫譜》 

 

十七世紀明末徽州書畫家胡正言（約 1582-1674 年）在南京寓所十竹齋出版的

《十竹齋箋畫譜》和《十竹齋箋畫箋譜》，也是以多版多色疊印技術完成的佳

作。前者編入 180 幅版畫，分別為翎毛、水果、蘭、竹、梅、石等類，後者收

入各種藝術信箋，每紙上有岩石、花木、山水、人物和古器物圖。除用套色技

術印出外，還用拱花技術，即將圖案在木版上刻成凸面反體，再以壓力壓在紙

上，形成凹紋圖案。印出的圖畫幾乎與原作亂真。同時期的顏繼祖在南京出版

的《夢軒變古箋譜》亦與《十竹齋箋畫譜》有異曲同工之妙。 

 

  
《十竹齋箋譜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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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園畫傳》 

 

清康熙年出版的《芥子園畫傳》標誌着清代彩印版畫的高峰，是繼《十竹齋畫

譜》後彩色套印的珍品。其印刷精美，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此畫傳是由明末清初作家李漁主持，而芥子園是他在金陵的別墅。該書是初學

繪畫者臨摹的範本，第一集是山水畫技法，第二集是梅、蘭、竹、菊譜，第三

集是鳥、蟲、花卉譜，第四集是人物寫真譜。 

 

 
《芥子園畫傳》 

 

 



66 
 

清代年畫 

 

年畫源於宋代，經金元明至清代已流行南北各地。新年時民間喜歡將顏色鮮

明、內容吉祥的畫印出黑線輪廊，再手塗彩色、或以多色版印的畫來裝飾住

宅。年畫反映人們祈求福祿壽、多子多孫的願望，圖案有蝙蝠、魚、桃子、蓮

花、石榴、牡丹、神像、山水風景及耕織等。現存早期實物有 1597 年蘇州印的

《壽仙圖》。天津楊柳青及蘇州桃花塢是清代生產年畫的兩大中心。 

 

 
文財神范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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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畫欣賞 

 

  
《仕女戲嬰圖》                武財神趙公明 

  

北京《宮廷武門神》（左）           北京《宮廷武門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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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木版水印 

 

民國以後，北京、上海、成都、天津都曾有餖版彩印作坊，當時的作坊多屬於

箋扇字畫店。1933 年魯迅與鄭振鐸曾輯印《北平箋譜》，對木版水印的發展起

了推動作用。 

 

目前北京榮寶齋和上海朵雲軒都潛心木版水印藝術的研究和書畫藝術品的製

作。六十年代起，有「南朵北榮」之稱。他們製作的工筆、寫意畫等的複製品

幾能亂真，刊印了不少精品，如榮寶齋複製唐《簪花仕女圖》，餖版達三百五十

多塊，套印顏色達千餘次。 

 

 

《簪花仕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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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十竹齋箋譜》刊記     《北平榮寶齋詩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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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編著 

 

顧問及作者：潘吉星教授 

中國大連理工大學化工學院畢業，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及

國際科學史研究院（巴黎）通訊院士，尤精於科學史及中外科學交流史方面的

研究。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羅賓遜學院 Bye Fellow、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東方

系訪問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席教授，科學史專著及論文多不

勝數，曾多次獲中國學術大獎。 

 

顧問：金秋鵬教授 

金秋鵬（1943.08.20—2002.04.13），福建泉州人，回族。64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

物理系，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新建設》雜誌社，65 年底調任中

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身），直至逝世。一生致力於

中國科技通史、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史的研究，並極力提倡對中國海洋文化、

海上絲綢之路和媽祖文化的探討和研究。 

 

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原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科學

技術史》（30 卷本）常務編委、編撰辦公室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

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

與科技考古系副主任（兼），上海交大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兼職研究員，博士生

導師。 

 

曾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中國科學技術史·通史卷》、《中國古代科技

成就》、《圖說中國古代科技》、《中國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中國古代科技史

話》、《中華海魂》及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合著）、《簡明中國科學技術史

話》（合著）、《中國歷史上對造船和航運技術的貢獻》、《試論造船與航海技術史

中的幾個問題》、《略論牽星板》、《海事活動中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媽祖信

仰與海上交通》、《關於鄭和寶船船型之我見》等著作及論文。 

 

鳴謝：（圖片提供） 

人民美術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國家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