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读者：你现在手中拿着的不是一本书吗？你可以把它展开来放在桌

上，也可以把它合起来放在书架上。你可以把它搁在抽屉里，也可以把它装在

口袋中到处走。它是一种多么便当的东西啊！

我们从书里可以得着很多很多的宝贵知识。通过书，我们可以得着关于周

围环境中许多事物的科学知识；我们可以知道辽远地方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

生在我们几百几千年以前的人底生活和思想。书又是一种多么于人有益的东西

啊！

可是你可曾想到书是怎样发生、发展来的呢？

你现在手中的书，像其他绝大多数的现代的书一样，是一叠长方形的纸，

把涂在铅字上的油墨印到上面，再装订起来的。它的形状就像一块薄薄的砖头

或长方形的薄木板。现代的书有的很薄，有的厚到一二寸。有的除了文字以外，

还有各式各样的图画，有的还加上各种颜色。有的外壳很柔软，有的很坚硬，

真是五光十色，教你看了舍不得放下。但是无论现代的书是多么样复杂，基本上，

总是白纸印上黑字再经过装订而成的。

然而我们不要以为世界上，书一出现就是这个样子。现代的书是经过长远

的时间，由完全和现在不同的样子发展来的。简单说，书也有它的历史。这部

历史是长久的，复杂的，而且是很有趣味的。就我们中国书说来，这部历史至

少有三千五百年了，而这部历史，就其对于世界文化的关系说，更是极其有光

辉的。

前  言

—节选自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 • 第一章 书也有历史》

（建业书局，1952.7）

刘国钧先生

前排右二刘国钧先生、右四王重民先生 2019 年“图林硕望，薪火相承”纪念图书馆学家
刘国钧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左三刘国钧先生、左二郑如斯先生《可爱的中国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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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图书产生的最基本要素。文字的发生、发展，

一直到成熟、定型，经过了一个漫长演进的过程。

图画是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

先就能把周围环境中和生活中有密切关系的生物，非常生

动和精细地刻画在他们居住的洞穴石壁上。在中国新石器

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常常绘以各种图案形花纹。

西班牙 Altamira Cave 岩画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花纹

甲骨、金文中的象形字

随着人们掌握了这

些图画以后，开始尝试

着用简单的笔划代表所

表现的事物，这样图画

就逐渐演变成代表事物

的一般意义的符号，这

就是最原始的文字，被

称为象形文字。我们的

汉字就是从最初的这种

象形文字逐步发展而成。

甲骨 Y0711 正面

甲骨 Y0716 正面

甲骨 Y0711 背面

甲骨 Y0716 背面

 甲骨之“书”

现存最古的文字记载是商朝后期的甲骨文书。甲是龟甲，

骨是兽骨，特别是牛的肩胛骨。

殷墟甲骨的考古发现从物质文化上为商代王都提供了证据。

甲骨是我国现存最古的记载，它所记载的数据对古史研究

有极大的帮助。但它上面的记载不是为了传播知识，它的作用

不是为了阅读学习，不能认为是正式的著作。

 青铜器之“书”

从公元前十三、四世纪起，我们的祖先就在他们使用的青铜器上铸造

文字。开始是刻上名字或其他符号以示区别，后来就渐渐刻上带有纪念性

的文字，或者说明作器的原因，或者说明作器的用途和作器的人。再后来

就把需要永久保留的重要文献也刻在上面了。因此，

青铜器上的文字就由一个、两个逐渐发展到几百字。

我们从这些纪念性文字或文件上，可以得着关于当时

许多事情的历史知识。这种青铜器上的文字，我们称

为“铭”，所以铭文也就起着书的作用。这上面文字

的字体依着时代和地域而有种种不同，我们通常叫这

种文字为钟鼎文。

由于青铜器本身是有自己的用途

的，祭器或宴会时用器等。铭文是附加

的，是期望借着这些器具而被保存的。

所以青铜器和甲骨一样，不是正式的书，

虽然可以利用他们的铭文作为书。
《君夫鼎盖》清拓本《九鼎全图》拓本

散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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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全碑原石

曹全碑局部

 石头之“书”

石上的字有刻在山岩上的，

这叫“摩崖”。有时将一块大石

凿成长方体矗立起来，这样的石

头，高大的叫碑，矮小的叫碣。

上面的文字都是纪念性的：或者

纪念战功，或者纪念行踪，或者

纪念一种建设事业，或者纪念一

个人的一生。

把一种著作全部刻在石头上

以供人们阅读，要以东汉熹平三

年的石经为最早。当时汉灵帝命

蔡邕把儒家经典书写并刻于石上，

立于洛阳鸿都门，以便全国读书

人都拿这上面的文字作为正式的

读本。此后，公元三世纪魏明帝

正始年间，在洛阳太学，用古文、

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再把儒家经

典重刻了几种，史称“三体石经”。

公元九世纪中叶唐文宗开成

年间又在长安太学雕刻了开成石

经。这时印刷术已经发明了，不

久以后儒家经典就有了雕版印刷。

到了十八世纪的清高宗乾隆年间，

最后在北京国子监刻了一套十三

经石经。

甲骨和青铜器是在中国最古

的文字记载，对于现代的人都有

着书的作用，但它们不能算是正

式的书。石经虽是正式的书，但

它们已经在正式的书出现之后，

很长一个时期才发生的。中国正

式的书，最早是简册。 正始石经《尚书·君奭》
残石清拓本

秦水陆里程简册

马王堆出土《周易》

马王堆出土
《老子》乙本

 陈家山出土《龙凤仕女图》

武威汉简

 竹木简牍——简策制度

 丝织品的书——帛书、初期的卷子

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间，在竹木书盛行的同时，出现了

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书，丝织品古时候称为帛或缣，所以这

样的书称为“帛书”，或“缣书”。帛性柔软轻便，不仅

能依书长短随事截绢，还可以随意折叠或卷成一束，携带、

庋藏都极方便。

大概说来，在简策中编为一篇的就写在一段帛上成为

一卷，通常是一篇完整的文字。短文也有几篇合为一卷的，

这大约是因为帛太短不便卷起的缘故。因此，卷便成为计算

书中内容的单位，同时也就是计算书籍数量的单位。

《汉书·艺文志》内记书的单位，有的称篇，有的称卷，

有的篇卷并称，称篇的是指简策书，称卷的是指缣帛书。但

称篇的书要多于称卷的书，可见当时竹木的书和丝织品的书

是并行的，只是帛书还不普及。

简策和帛书是中国古代的正式书籍，是中国书史的第

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书籍有了一定的材料，也有了一

定的形式，因而也就有了一定的编制方法。他们的形式和编

制方法都反映在以后各时期的书中，尤其是在最初期的纸卷

子书中。

 马王堆出土 
《丧服图》

海昏侯墓中出土木牍

简的形式是狭而长的条子。

一根简所容纳的字数有限，因此

一部书一定要用很多的简。为了

便于阅读，这些简必须依着文字，

顺序编连起来，成为策（册）。

古书格式，一开头先写小题，

后写大题，恰和现代的书相反。

中国最古的正式书籍，即专以供人阅读为目的的书籍，是用竹签或木

版做成的。用竹做的书，古人称为简策；用木做的，称为方版或版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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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轴制度

纸张普及用于书写，其装帧形式受到简帛可以舒卷

展开的影响，多装成卷轴的形式。欧阳修在《归田录》

中说过：“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在装帧细节方面，

卷轴装由卷、轴、褾、带、签、帙六个部分组成。

卷轴的长度通常以容纳首尾完备的一篇文字为准，

纸上画直格分成许多行，称作“界”，也有沿用帛书上

的栏线称之为“乌丝栏”（黑色栏线）“朱丝栏”（红

色栏线）的，上下四周的界则称为边栏。

宣纸的纤维形态特征图

大唐咸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全轴

竹纤维形态特征图

竹纸，以毛竹、苦竹等的嫩竹部位为主要原料，具

有质地均匀、细致、表面平滑等特点。竹纤维的显著特

征：与赫兹伯格染色剂作用呈蓝紫色或黄色；与麻纤维

和皮纤维相比，竹纤维较短，细小纤维和杂细胞含量较

高，含有大导管，导管壁上有网状纹孔。由于竹类纤维

壁最厚，所以竹纤维较为僵直，少有弯曲。

混料纸，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纤维混合在一起制

成的纸。中国传统手工纸的典型代表——宣纸就是一

种混料纸，其主要原料是青檀皮和稻草。檀皮纤维比

构皮和桑皮纤维都细而短，较为纤细和柔软，有稀疏

的横节纹；与赫兹伯格染色剂作用多呈带红的紫色至

带蓝的紫色。稻草纤维细碎短小，杂细胞含量高，有

锯齿状表皮细胞。 《三界九地之图》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写本的极盛时代，也是卷轴制度发

达的高峰时期。但卷轴收卷比较费力，不便于图书信息的

检索，尤其是在查看某书某句文字或者查询字书、类书之

时，往往需要将卷子全部打开，非常费时费力，因此人们

一直在探索改良方法，并由此产生了几种新的装帧形式。

经折装就是人们对卷轴的改良，将一个长卷折成数寸

宽的一叠长方形，在其前后分别用硬纸包上以作为书皮，

这种装帧形式就是“经折装”。相比于卷轴，经折装不用

费时费力地舒卷，可以逐页翻阅检索，大大提高了效率。

至今很多佛教徒所用的经典还保留着经折装的形式。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毗卢藏本

麻纤维形态特征图

构皮纤维形态特征图 偏光显微镜下的草酸钙晶体

桑皮纤维形态特征图

皮纸，以构皮、楮皮、桑皮、青檀皮等为主要生产原料，构和楮

的纤维形态相似，一般统称为构皮或楮皮。构皮纸具有纤维较长、木

素含量低、成纸强度高、极耐老化等特点。构皮纤维的显著特征：与

赫兹伯格染色剂作用呈棕红色到红紫色；壁上有明显的横节纹，外壁

常附有一层透明膜，称为胶衣。构皮浆中含有大量的草酸钙晶体，多

呈菱形或正方形结晶。

桑皮纤维形态特征与构皮十分相似，

有明显横节纹和胶衣，常不易区分。与构

皮纤维不同的是：桑皮中很少有草酸钙晶

体；在纤维上或纤维细胞腔中常附着一些

无定型的蜡状物，与赫兹伯格染色剂作用

呈黄色。

纸
的
发
明
和
卷
轴
制
度

纸张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社会上通

行。东汉时期，官方的主流书写材料仍然是竹木和缣

帛。魏晋以降，纸才渐渐广泛地被采用。东晋后期桓

玄才下令称：“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

以黄纸代之。”

中国古代书籍用纸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麻纸，以大麻、亚麻、苎麻等麻类植物纤维为主

要原料，具有纤维细长、纸质强韧等特点。麻纤维的

显著特征：与赫兹伯格染色剂作用大多呈玫瑰红色至

棕红色。有横节纹和纵条纹，易分丝帚化。

汉代造麻纸工艺流程图

蔡伦前出土古纸、模拟西汉纸及现代麻纸分析化验结果

《说文解字注》经韵楼刻本 

 纸的发明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纸”的概念。许慎《说文解字》中言

“纸，絮一笘也”，可见早期的纸指的是漂絮之时笘上留下的

一层薄絮，属于生产丝绵时的副产品，故而“纸”字从“丝”。

但这种状态的纸难以实现量产。东汉明章之时的宦官蔡伦

曾经担任过宫中的尚方令，执掌制造宫内器用，这为他改良纸

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汉书》载，“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

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这就大大降低了纸张的生产成本，使

得纸张的普及使用成为了可能。这一时期造纸所用材料以麻较

为常见，来源主要是旧麻布、麻头等，称为麻纸。麻纸的制造

过程简单，是最早发明的纸类。

《后汉书·蔡伦传》南宋黄善夫刻本

序号 纸 名

I

1 灞桥纸 麻前 140-87 0.10 29.2 0.29 25 0.88 25.55

0.22 61.7 0.28 40 2.10 18.73

0.22 61.9 0.28 43 2.12 20.26

0.29 95.1 0.33 42 1.93 18.18

0.14 38.9 0.28 42 2.85 22.10

0.10 38.5 0.45 45 1.56 20.89

前 52

前 73- 后 5

后 8-23

1965

1980

麻

麻

麻

麻

麻

金关纸 -I

中颜纸

马圈湾纸-Ⅴ

模拟西汉纸

凤翔麻纸

2

3

4

5

6

Ⅱ ⅣⅢ Ⅴ Ⅴ Ⅵ Ⅶ Ⅸ

纸的年代
（公元）

厚度
（毫米）

基重
（克 /
米 2）

紧度
（克 /
厘米 3）

纤维平
均长

（毫米）

纤维平均宽
（μ=10-3毫米）

白度
（%）

原料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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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流布只能依靠

传抄，效率极低，且很容易造成文字错误。

隋唐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社会对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逐渐增加，

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也渐渐增多。此时也正是

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出于传播教义的

迫切需求，佛教徒比其他行业更容易接受新

的技术，故而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早期印刷实

物多为佛教经卷、佛像等。

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学界争议颇多。目

前可知的我国存世最早的印刷品是在成都一

座古墓中发现的茧纸印品《陀罗尼经咒》，

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

据考证，其创作时间上限应在公元 757 年，

该经现藏四川省博物馆。此外，1908 年发现

于敦煌的《金刚经》也是较早的印刷实物，

末有“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九月十五日

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现藏大英博物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大唐咸通九年 卷首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大唐咸通九年 卷尾

 雕版印刷的发展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书籍的产生和传布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十世纪初四川和浙江等

地方民间以及佛教徒们都大量地刻印书籍。政府受此影响，也开始校刻古代典籍，如冯

道校刻“五经”，以及北宋国子监雕印的经典就是在这一影响下而产生的。

在这一风气的驱使下，各官方机构如提刑司、茶盐司、转运司以及地方书院、州学、

郡学等教育机构也纷纷加入到图书出版的行列中来。民间的饱学之士也刻书出售，出现

了专门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书市。在南宋时，临安（浙江杭州）、建阳（福建建阳）形

成了全国性的刻书业中心。

宋版书在中国印刷史上无疑是最受人珍视的，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宋版

书的文字内容是根据古写本而来，并且经过了详密的校勘工作，所以最能接近原书的本

来面貌，在古写本近乎绝迹的今天，宋版书便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绝佳

资料。其次，宋版书的雕版工艺精美，字大，版式疏朗悦目，字体整齐浑朴，可以作为

一种艺术品来欣赏和研究。宋版书在技术上的发展成为了后来各个时代印刷形式的来源，

在印刷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元代刻书和前面的南宋相比没有起根本变化。

明嘉靖间，刻书采用整齐方板的形式，到了万历年间发展成为方笔写字。明末清初又渐渐变成横轻直重，

横细直肥，四角斩方的字体，称为匠体字。清人刻书，除了少数精刻本外，大抵都是用这种字体进行刻印。

汲古阁所刻书则是花样不一，品类繁多。字体包括：长方体字、方体字、扁方体字、仿欧体字等。

《攻媿先生文集》
南宋楼氏家刻本

《炎徼纪闻》
明嘉靖间刻本

《韵经》
明嘉靖十八年
长水书院刻本

《日本考》
明万历间刻本

《长江集》
明末汲古阁刻本

《名山藏》
明崇祯间刻本

《萨天锡诗集》
明崇祯汲古阁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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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匠体字之外，历代刻书家

往往会根据手写书体上版雕印，称

为“软体字”，这样雕印出来的书

称为“精刻本”。从刻板技术上来

说，这需要参用版画的雕刻工艺，

对于刻工的要求较高。清朝康熙至

乾隆年间，这种精刻本多用工整的

小楷书写。
《渔洋山人精
华录笺注》 
清康熙写刻本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清康熙写刻本

雕版印刷发明之初，刻

印图书和雕印版画的技术就

是紧密相关的，咸通九年的

《金刚经》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证。宋人刻印的许多书籍

也是有图的，如宋本《列女

传》（清嘉庆年间有阮福翻

刻本），上半截是图，下半

截是文字。这种版画技术到

明末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境

界，天启、崇祯年间的很多《列女传》清扬州阮氏刻本

《程氏墨苑》明万历三十三年滋兰堂刊本

《方氏墨谱》明万历十六年方氏美荫堂刊本

《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
明弘治十一年京师书坊 
金台岳家刻本

小说、戏曲都雕刻了很大篇幅的图画，

如明版《三国演义》《西厢记》等。

明版方于鲁《墨谱》和程君房的《墨苑》

也都有极为精细的图画。这些典籍不

仅说明了中国的书自古就是实物与叙

说并重，也说明了古代书籍的雕刻和

图画的雕刻是密切相关的。

在版画印刷工艺中，饾版和拱花技术非常值得

一提，所谓饾版，需要根据各种印色的需要，每种

颜色刻一块小木板，印刷时依次套印上去，有时一

幅版画需要数百块板才能完成，这样印出来的版画

浓淡深浅都能够完美地呈现出来。拱花的技术是在

饾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凹凸

两版嵌合挤压的印法，使得印出

来的图案具备立体感。套印技术

结合版画技术，便产生出了光辉

灿烂的套色版画，原版《十竹斋

画谱》、郑振铎先生印行的《北

平笺谱》都是很好的样本。

《十竹斋书画谱》 明崇祯六年南京胡氏十竹斋彩色套印本

《十竹斋笺谱初集》民国二十三年上海中国版画丛刊会刻本

饾版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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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字
印
刷
的
发
明
和
发
展

雕版印刷取代了人工手抄，大大提高了书籍流布的效

率，然而每印一部书就要刻一次版，遇到卷帙多的书，刻

板更是耗时耗力，投入非常大，因而古人一直在寻求更为

高效的方法。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其工艺流程如下：先用胶泥制成单个活字，用火烧硬备用。

用一块铁板，上面敷上一层松蜡和纸灰，排字时，在铁板

上放置一个铁框，然后将泥字钉按顺序排在铁框内，排好

后放到火上烘烤，等到松蜡融化之后再将排列的活字字钉

压平整，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就可以开始刷印了。

《梦溪笔谈》明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术虽然省却了雕版的成本，

字钉可以多次使用，但在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排版方面

的技术要求，活字字钉往往依据韵书或者字书进行排序以

便于检索，这对排版人的文化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同时，

由于字钉的高低不同，排印容易出现倒字，印刷出来的书

籍墨色浓淡不一，书籍的美观远不如雕版。因而在活字印

刷术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该技术在国内都没有得到广

泛的运用。早期的泥活字本极为罕见，目前能够见到的泥

《试印续编》清道光
二十四年泾县翟氏泥
活字本

《南疆绎史》清道
光十年吴郡李瑶泥
活字本

《钦定武
英殿聚珍
版程式》 
清乾隆
四十一年
刻本 

《古今合璧
事类备要》
明锡山安国
铜活字印本

《颜鲁公
文集》
明嘉靖二
年锡山安
氏馆铜活
字本  

《文苑英
华律赋选》
清康熙吹
藜阁铜活
字本

《农书》 
清乾隆间武英殿
活字本 

《唐太宗皇
帝集》
明铜活字本

活字本时代都比较晚，如安徽泾县的翟金生于道光二十四年所印的泥活

字本《试印初编》《续编》，道光二十六年所印的清人黄爵滋的《仙屏

书屋初集》等。

泥活字之外，古人在字钉上还运用过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等材

料。元代王桢曾尝试过用木活字印刷书籍，他在《造活字印书法》中记

载了元大德二年用木活字印刷过《旌德县志》，可惜未能留下实物。清

乾隆年间，高宗曾命金简制造木活字，并赐名为“聚珍版”，印成《武

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并撰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

详载当时木活字的印刷情况。

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铜活字较为盛行，当时无锡的华氏、

安氏两家所印行的铜活字书籍都比较知名。清代铜活字较早的有康熙年

间吹藜阁铜活字印本《文苑英华律赋选》，最为知名的则是雍正年间内

府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

活字印刷的技术包含了制版、排版、印刷等基本环节，在流程上比

较完备，一直影响到现代的铅字排版技术。

套
印
技
术
的
发
明
和
发
展

普通的雕版印刷书籍都是一种颜色，套印则可以在一

部书籍上印出多种颜色。现在发现的套印本，要以元代中

兴路江陵资

福寺所刻无

闻和尚《金

刚般若波罗

蜜经注解》

为最早。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元至正元年中兴路资福寺刻印

套印的方法是先取一块板，把需要印黑色的字精确地

刻在适当的地方；另外取一块尺寸大小完全相同的板，把

需要印其他颜色的字精确地刻在适当的地方。这样两块板，

每一块都不是全文，这就需要在印刷时，将两块板上的内

容先后合印在一张纸上，这就是双色套印的基本原理。如

果要刷印三色、四色、五色套印的典籍，则依次准备多块

板。明代万历年间的闵齐伋、闵昭明、凌濛初、凌瀛初都

是擅长套印技术的出版家。

《兵垣四编》 
明乌程闵氏刻
朱墨套印本

《楚辞》 
卷末题：皇
明万历庚申
乌程闵齐伋
遇五父校

《楚辞》 
明万历四十八
年乌程闵齐伋
刻三色套印本

《刘辰翁批点
三唐人诗集》 
明吴兴凌濛初
刻朱墨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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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进行雕刻。木板

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软的容易漫漶，因此

一般以枣木、梨木这样质地相对较硬的木料

为主。前人所说的“付之梨枣”“灾梨祸枣”

等就是据此而来。

雕版

书籍刷印出来，一般也要经过

审校，若有错误则必须挖补。为了

便于审校，初次印刷之时常印成蓝

色或红色。明刻本中已经有了蓝印

本，清至民国则多用朱印。

选定木材，依据书的样式锯成

板片后，要放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

或者放在水里煮，之后再将其刨光，

阴干。干后擦上豆油，刮平，磨光，

然后才能贴“写样”。所谓“写样”，

即在纸上写好的要刻印的文字，写

完之后经过校正无误，将写样反贴

在板上，这样刻的时候是反字，印

出来就是正字了。

《金石学录》 
清光绪间葛氏啸园上版稿本 ( 紫格 )

《丹铅总录》 
明嘉靖间梁佐刻本

( 蓝印本 )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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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天女赞颂》抄本

蒙文《创世记》民国二年上海大英圣经会铅印本

我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守望相

助，共建家园，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共同创造了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构建了中华民

族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文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文化的记录、保存和传

绪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我国由少数

民族创制使用的古文字有佉卢文、焉耆—龟兹文、突厥

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契丹文、西

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藏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

朝鲜文、东巴文、彝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古布依文、

古白文、古苗文、古瑶文等三十种左右。以这些文字书写、

印制成的典籍文献难以计数，形式千姿百态，内容丰富

多彩，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许

多著作记录了一代代各民族的先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

生息繁衍的历程，为后人留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

的特殊认识与深邃思考。由于各民族先辈所处的自然、

少
数
民
族
古
籍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时间上的界定与汉文古籍是不

同的。汉文古籍以 1911 年为限，凡是 1911 年以前（包

括此年）以各种方式形成的书籍实体，均称为古籍。出

于对少数民族文字、文化的保护，民文古籍在时间上的

界定延展到 1949 年，在此年之前（包括此年）以各种

方式形成的民文书籍实体，均称为民文古籍。受人口、

地域、经济发达程度、文字特点和适用范围、民族习惯、

文化特征等多种因素影响，各民族文古籍的材质、数量、

内容、版本、装帧方式、流传方式等都各不相同。民文

古籍的材质和用纸，多是就地取材；数量上，以满、蒙、

藏文古籍为多；在内容上，人口少的民族和使用人口少

的民文文种古籍内容较窄，且多偏重于实用性；民文古

籍的版本类型十分丰富，汉文古籍的抄本、写本、填写本、

稿本、彩绘本、刻本、铅印本、钤印本、套印本、石印本、

影印本、晒印本、油印本等主要版本类型，在民文古籍

中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对应的实物。

人文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他们对事物的认知体验也存

在着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

样性和兼容性，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在长期的传播

交流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的社

会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少数民族在创制本民族新的文

字，并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使用。到目前为止，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二十多个拥有自己的文字，有的还不

止一种。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创制和使用过的民族文字，

我国现有民族文种五十余种。这些文种和以这些文字形

成的文献，是我国各民族水乳交融、携手前行的见证，

充分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

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合体。这些异彩纷呈的文字

和珍贵的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

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

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朝鲜文《东国史略》 朝鲜光武十年京城普成 
馆铅印本

满文《御制劝善要言》清顺治十二年
内府刻后印本 古壮文书法作品

（作者：赵雪飞）

哈萨克文书法作品
（作者：阿布德玛吉提 •叶尔吐汗）

彝文书法作品
（作者：李生福）

维吾尔文书法作品
（作者：克伊纳木 • 加帕尔）

我馆是全国古籍重点收藏单位，富藏古籍百余万册，在国内位列前茅，在高校

更是居于首位，为我校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古文献资源保障。这其中不仅

有汗牛充栋的汉文古籍，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我馆的民文古籍有满、蒙、

藏、西夏、于阗、女真、回鹘、察合台、傣、傈僳、壮等十余个文种，一千余部。

尤以满、蒙、藏 3 个文种藏量最多。丰富的古文献收藏，是我校教学科研的有力支撑，

也是我校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坚实基础。	

每一个民族的古籍，在形制上都有其个性化的特点。如藏文的古籍，

由于受佛经的影响，多为梵夹装，且多采用木质夹板。云南傣文古籍和四

川凉山彝文古籍呈纵形。彝医古籍虽然都是毛装，但开本与汉文古籍的毛

装本明显不同。滇南和滇东南地区的彝文古籍多用麻布作书衣，但在装帧

方式上与汉文古籍的布面线装书衣又有很大不同，只装于后书衣。收藏时

卷起来，以麻布后书衣代面。南方潮湿，为了防潮，彝文古籍多收藏在火

塘边，所以大部分彝文古籍的外部都被烟熏得乌黑，内页纸张脆化。纳西

东巴文古籍虽然是线装，但开本大多较小，呈长条形；每册页数较少，加

上纳西东巴纸像藏纸一样较为厚实，所以纳西东巴经较少以布面作书衣。

察合台文古籍多用皮革作书衣，在外观上充满了浓郁的西域风格。满、蒙

文古籍因为文字书写习惯的不同，多采用左侧装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

装帧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包背装、线装、

毛装、纸捻装、册页装等。

在流传方式上，近代以前，主要靠抄写和雕版印刷两种方式，前者居多，

后者以满、蒙、藏文古籍为多。特别是满文古籍，因为满文在清代贵为国文，

所以有大量的刻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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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的版面不能过大，通常版面宽不过

一尺五六寸，版高七八寸，又版上印刷出来的成

品称为一叶，或一页。这就注定了雕版印刷的书

籍不便于装成卷轴，而便于以册页的形式进行装

订。可以说，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册页制度的使

用是密切相关的。

一版印出来的页面称为版面，版面以外空白

的余纸，上边称为“天头”，下边称为“地脚”，

左右都叫做“边”。版面四周叫做“版框”，四

周的栏线称为“边阑”或“阑线”。细分之，上

方的称为“上阑”，下方的则是“下阑”，左右

的则称为“左右阑”。边阑只有一条线的叫做“单

阑”或者“单边”，若为两条线则称为“双边”

或“双阑”，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

周双边”三种形式。

古籍版本术语

蝴蝶装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缺点，即由于书叶的后半叶的

背面与第二叶前半叶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叶，于

是产生了将书叶反面对折，使书叶的两个外边粘连在一起的包

背装。包背装粘连起来仍有不便，而版面外两边余纸又多，于

是有人在余纸上打上孔，然后用纸捻装订起来，使得书叶不容

易散开，也省却了逐叶刷胶粘连的不便。加上书衣之后，纸捻

也看不见，不至于影响美观。

包背装在元代至明代中期是最为

常见的装帧形式。到明代中期出现了

线装，这大概是由于包背装的边角容

易磨损破裂，发生卷角，影响书籍的

使用寿命。于是人们进行了改良，在

打好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

衣，而是改用两张半叶大小的书衣分

置于书的前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

穿线订成。此后线装成为我国古籍最

为主要的装帧形式。

《洪武正韵玉键》明万历十年南京刻本（包背装）

线装古籍

版面用直线划分为若干“行”，一页书有几行，每行有几个字，通

常以半叶书进行计算，称为“× 行 × 字”。很多古籍当中还包含了双

行小字，如果双行小字与正文的字数不同，则可写作“× 行 × 字，小

字双行行 × 字”。

版面中间称为“版心”或者“中缝”，不刻正文。版心往往用花纹

或者横线分成三段，花纹称为“鱼尾”，根据其不同又有“白鱼尾”“黑

鱼尾”“花鱼尾”等不同的名称。只在版心上方刻有鱼尾的称为“单鱼

尾”，版心上下都刻有鱼尾的称为“双鱼尾”，少数古籍刻有三个鱼尾。

鱼尾分叉的地方正当版面的中心，不仅起到美观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可

以作为书叶对折的标准点。

册页制的书籍在装帧形式上与卷轴装、经折装有很大的不同。宋版

书的常见装帧形式是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是将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

心，字对字地对折，然后逐叶将折口粘贴在包背的纸上。展开书籍之后，

版心处于中间，版面左右对称，形似蝴蝶，因此谓之为“蝴蝶装”。蝴

蝶装前后封面的纸都比较厚硬，有时候用布或者绫锦裱背，外表看起来

像我们现在的精装书，粘连的一边称为书背，散着的一边叫做书口。书

的上端称为书首，下端称为书根，这些名称到包背装和线装的形式中仍

然在使用。

《读史管见》宋刻本 ( 蝴蝶装 )

雕
版
印
刷
的
书—

册
页
制
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方法在中国本土虽然不断地

有所创新，但其技术基本上停留在手工阶段。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吸

收了西方的经验，造纸和印刷才逐渐走上了机械化道路。

机器造纸是十九世纪初期在欧洲开始的，我国最早的造纸厂是

1891 年在上海开设的伦章造纸厂。

现代造纸的原理和最初纸发明时一样，都是把原料制成纸浆，使

纸浆通过帘网滤去水分，于是纸浆中的植物纤维留存在帘网上，烘干

后便成为了纸。现代纸张的用途非常广泛，故而品类也很丰富，有印

书纸、新闻纸、道林纸、铜版纸等，在制造技术上各有不同。此外，

手工造纸在我国仍然占据了一定的分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

地区都有生产，品类包含了毛边纸、连史纸、官堆纸等，现代的书法、

绘画以及雕版印刷用的宣纸就属于手工纸。

现代中国印刷术吸收了西方的技术，已经完全机械化了，就其使

用的版面构造来说，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是凸面版，就是印刷面（着

墨以便印在纸上的部分）高于周围版

面之上，包括普通铅字印刷、图画锌

版等。这是通常印书报以及书中插图

的方法。

第二是平面版，即印刷面完全和

它周围的版面相平，包括了石印、照

相影印、玻璃版等。

第三是凹面版，就是将所要印出

来的文字或者图案刻成比版面低下的 海德堡早期铅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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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文，在凹入部分涂满油墨然后印在纸上。早年艺术家所刻

的钢版和铜版就属于这一类。

这三种主要的印刷方法并不是绝对分开的，有时候需要

将三者进行融合，如普通文字的印刷以凸面版为主，但涉及

到地图或其他图案的印刷则往往要用到彩色照相技术或者

石印技术，而艺术画则更常用凹面版进行印刷。

早期承接“七四八”工程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子项目研

制任务的王选科研组工作地点在 1975 年所建成新图书馆的

402 和 404 房间，后来搬迁至旧图书馆（现北京大学档案馆）

一楼，被命名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1979 年 7 月

27日，经过艰苦卓绝的攻关，第一张用汉字激光照排机输出的八开报纸样张《汉字信息处理》

在图书馆一楼诞生；次年，第一本激光照排图书《伍豪之剑》也在这里问世。随后近十年间，

研究室发展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新技术也发展为可以批量生产的产品。

在那个百废待兴、呼唤科技创新的年代，北大图书馆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坚实而有力

的支撑。从此，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石印机

20 世纪 80 年代，王选在北大
旧图书馆计算机所

王选题词 1987 年 7 月 4 日，北大旧图书馆内计算机所机房，
王选、陈堃銶与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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