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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影印出版丛谈》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古籍出版社编辑培训班的专家授课讲义，主要分五讲：“古籍影印的理念与实践”，“一
个图书馆员眼中之古籍影印本”，“海外敦煌西域文献的编辑出版”，“古籍图录整理编辑漫谈”，
“浅谈古籍书画复制与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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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影印出版丛谈》

精彩短评

1、干货不多，扫盲
2、推薦看一下。出版社是怎麼想的。雖然技術不是很新了。
3、讲义嘛~还是了解到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滴~
4、出版实务，非出版方向，了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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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影印出版丛谈》

精彩书评

1、话说这本书已经买了很久（扉页上我写着“2010/06/28 中午购于今风”，还盖着没失踪之前的我的
印章...）、看过很久了（去年暑假就想整理笔记了，一直拖着...）。既然要开始进入勤奋学术态，那
么就从收拾烂摊子开始...首先，正文前给出了几套不同版本古籍的示例：现存状态下的宋版《广韵》
——丰富的色彩（包括污渍、蛀痕等）生动的反映出千百年来的变迁，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灰度图
制作的宋版《广韵》——表现力不及彩色印刷，但是灰度图的丰富层次也可较真实的反应该书的风貌
。成本大大低于彩印，因此适于批量影印古籍，尤其是早期的善本古籍。原始状态下的宋版《广韵》
——这种方式是利用了原书墨色保持较好的优势，制作出的原始状态下的仿真书籍，为人们提供宋版
书的原始（白纸黑字）面貌。灰度图制作的《玉篇》——这个例子还是突出表现了灰度图制作的影印
件在原书痕迹的真实表现上的优势。去掉底灰后的《玉篇》——典型的费力不讨好型制版的举例。制
作难度比灰度图复杂的多，同时有价值的痕迹不见了、文字辨识度也降低了。书品较差不宜做原始仿
真印刷微缩胶片制作的敦煌文献之一——用胶片扫描仪的灰度模式扫描印刷后的成品。不仅字迹清晰
，原件上颜色很浅的栏线也基本保留下来；纸质的变化及污渍也一览无余。微缩胶片制作的敦煌文献
之二——同一张胶片，用高速微缩胶片扫描仪扫描。栏线、纸质方面的信息全部丢失，对于唐代的写
本文献来说，损失十分巨大。平板扫描仪灰度模式扫描的敦煌文献——突出的还是灰度模式对痕迹的
保留。（这几个例子基本就是在突出“痕迹”对于古籍来说的重要性）。平板扫描仪位图模式扫描的
敦煌文献之一——痕迹丢失。平板扫描仪位图模式扫描的敦煌文献之二——亮处字迹清晰，暗处字迹
糊成一团。============================================================【徐蜀
——古籍影印的理念与实践】P4  先说说古籍的保护。由于古籍具有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双重属性，
因此，目前在古籍保护上采取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两种方式。所谓原生性保护，就是对古籍原件
的保护与养护....客观上造成的就是限制古籍的利用，使古籍的文献价值发挥不出来。......而通过翻印的
方式将书的内容再生出来供人利用，就是古籍的再生保护。P5 据测试，一部宋元古籍离开专用书库，
置于普通的阅览室中供人翻阅一小时，其寿命就会缩短数月。对于古籍旧本取得（不是买，而是在收
藏馆、图书馆看）的困难的描述（引用罗济平先生文章）：若想得一仅供参考不得出版的复印件，每
页收费可达一二百元，比到拍卖会上买原书的价格还高，而且只能复印部分内容，不得印全书。P11 
影印古籍的生存方式要大大优于排印古籍。排印古籍的书价与其他门类图书的单位定价基本一致，成
本的回收与利润的获得，均依赖于增加图书的印数。保守估计，一部排印古籍起码印3000册才能保本
（稿酬还不能太高）。影印古籍的情况则好得多。例如，我社排印古籍大约没千字0.078元；影印古籍
则为每千字2.5元，是前者的32倍。如果是精致的仿真影印古籍，价格更可达到排印古籍的100多倍。
在这一价格基数下，影印古籍的保本印数一般为30-100册（部）。也就是说，只要有30-100家单位购买
，影印古籍就可以保本甚至盈利，根本不需要以读者个人来保证起印数。......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大
规模的排印古籍项目，只有依赖于高额的财政补贴才能维持下去。影印古籍则可以通过出版社的自身
努力，在市场经济的规律中得到生存与发展。P14-17 一名优秀的古籍影印编辑，除了具备一般古籍图
书（即排印古籍）编辑的基本素质外，还应具有较强的选题策划能力。一般来说，图书的印制工艺越
先进，费用就越高，效果也越好，但这个道理在影印古籍的时候，却未必如此。一些古籍书稿采取价
格相差几倍的印制工艺后，效果差别并不到，但成本相差很多。影印古籍的这一特点，一般编辑并不
清楚，但古籍印刷厂却了如指掌。他们在印制过程中很可能偷工减料，在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多收
了出版社不少费用。例如胶印，用硫酸纸代替胶片，用氧化锌纸版代替PS金属版等，其他类型图书的
印制中早已绝迹的工艺，在印数很低的古籍印制中确时有发生。上述代替品可以为印刷厂节约数倍的
成本。在选题策划时要充分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例如，我们在编辑一部宋史史料丛刊时，出于一般
古籍版本的概念，将大量早期的宋元刻本作为首选编入丛刊。经宋史专家指点才得知，从内容上看，
某些明清刻本的文献价值比宋元刻本更高。作为出版工作者所应有的态度，一定不能感情用事，在古
籍影印中显现出学术流派的痕迹。P18-22 影印古籍的购买者主要是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大中型图书
馆，特点是数量少而购买力高。因此影印古籍的主打产品的部头不宜太小。丛书是多种书合集而成，
篇幅大小不受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非常方便。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丛书的组合方式灵
活多变，易于操控，可以优化资源，藉以扩大图书的利润。......以我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
谱丛刊》为例，该书共收先秦至清末的线装年谱1000多种，这些年谱单独出版，或按朝代等其他方式
分类出版，不同的研究机构或图书馆便会各取所需的去购买。如，清史、近代史研究机构会选择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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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影印出版丛谈》

（最多加上明人）年谱；先秦专业的恐怕不会购买较晚时期的年谱；文学研究所当然会优先考虑文学
家的年谱，等等。但我们将这些年谱集中成书，“打包”销售后，由于资料非常珍贵，多数研究机构
或大中型图书馆，虽然心有不甘，却不得不买。我们借助丛书的编撰形式，“搭售”出去不少原先不
已售出的图书。同样以此书为例，当《年谱丛刊》销售接近尾声时，我社古籍影印室的编辑又靠动脑
筋，将原稿重新分类，编成《先秦诸子年谱》《隋唐五代名人年谱》《唐宋八大家年谱》《宋明理学
家年谱》《历代妇女名人年谱》《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等十多种小丛书，不仅满足了不同群体甚至
个人的购书需求，又物尽其用，总价了出版社的利润。较大部头的书分编时也有学问：例如地方志一
类的丛书，尽量不要纵向按地区划分，这样对销售不利；应横向切割，使每编包括的地区尽可能多。
十几年前，我社在编辑出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时，就因没注意这个问题，造成某些地区
的书很早脱销，而一些地区的书至今尚有库存（印数是一样的）。......对上述的例子，有人会采取不
同印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我认为那是一种被动的方式，依据影印古籍的出版规律，均衡搭配，不
给购书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打包销售的方式在商业领域中是很常见的。（这
几页的内容里基本就是在阐释神马叫店大欺客...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经常在找书的时候有用的部分就
那么一点，还暗骂编辑好蠢...其实...其实人家贼精明着捏....&gt;&lt;） P24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古籍质量
绝对一流，与出版社的合作也比较积极，影印后销量也能保证。但是书源成本比较高。而且因为与之
有合作意向的出版社很多，机会往往很难得到，甚至需要竞标。  而国家图书馆的普通古籍部中的古
籍因为国家图书馆对“善本”的定义标准高，实则其中不乏高质量的明清善本。书源成本比善本部低
很多，但资料价值并不低。价格较低的是高校和地方上的中小型图书馆。因此在寻找稿源时，要货比
三家，一般的刻本尽量采用中小图书馆的馆藏。在使用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时，可以采取共同编辑，或
请该馆人员代为整理编辑影印书稿的方式。高校图书馆古籍部，一旦都有一批熟悉古籍整理业务，有
了解图书市场（因经常采购图书）的业务骨干，与他们合作，不仅书的质量有保证，节省了出版社的
人力，有时还可以降低资料费。同时，馆方人员既可以提高业务水平，还可以出成果。P27 以黑白图
像为例：没有层次的叫“位图”，即日常出版工作中所说的“线图”；有层次的叫“灰度图”，出版
工作者常称为“网线图”，其性质与相片一样。P30 RGB（三原色）CMYK（四色） 最好有四色，方
便后期制作P31 价值两三千元的平板扫描仪的复制效果要比数万元的数码相机好得多。彩色反转片？
微缩胶片——超强的分辨率（解像力）和清晰度，是其他任何一种摄影或复印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P37 在古籍印刷中常用到已经被淘汰的老机器的原因：老机器在现代印刷中被淘汰的原因是效率低
、质量不稳定。影印古籍的大部头低印数，以及与普通图书有所区别的质量标准，反而需要这样的机
器。如用现代高速印刷机印古籍，上版后墨尚未走匀，印数就够了，每一版浪费的纸要大大超过书的
印数，造成纸和油墨的大量浪费，成本当然也上去了。另外，速度很慢的老印刷机印书宣纸古籍很合
适。我们知道，印刷机的自动进纸系统是靠吸气嘴向前送纸的，每次应只吸起一张纸。由于宣纸纸质
疏松，透气量比普通纸大的多，即使将吸嘴的吸力调到最低指，也会吸起多张纸。现在一般采用人工
续纸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具体的方法是，工人按压住待印的宣纸，一次只捻起一张纸，由吸嘴带
走。人工捻纸的速度与高速机不合拍，只能适用于老式的低速印刷机......P40 古籍的仿真印刷有初始状
态仿真和现存状态仿真两种P43 部头大、使用频率高的影印古籍，尽量不做成线装。因为线装书占用
的空间比精装书大得多，册数多，翻检不便。而且纸质也远不如现代的各类胶版纸结实。 当前，制作
线装书的所谓“宣纸”，早已不是传统材料及工艺制作的宣纸了，是以现代木浆为主要原料进行勾兑
，再模仿宣纸的方法制作而成，在生产地区一般被称为“文化纸”，以区别真正的宣纸。二者的差价
很大，一般在十倍以上。实际上，真正的宣纸基本上不能胶印，多数用于拓印或书写字画。P44-45 显
性成本（印刷、纸张等）&amp;隐性成本（稿费、底本费等）对于隐性成本很高的资料一方面可以提
高使用率（eg.编入不同的丛书）；另一方面可以转化成显性成本（适度改变装帧、排版、工艺后加
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化解隐性成本。P48 修版（这一块提到了一个霸气的老技工，实在懒得码
字了..略）===================================================【吴格——一名图书
馆员眼中之古籍影印本】（说了很多版本BLABLA...专业了，没懂，没点...
）===================================================【府宪展——海外敦煌西域
文献的编辑出版】简单介绍了敦煌文献的海外流失情况；提到了和国外汉学家的交流谈判；张弓先
生1991年元月7日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冯海荣信件：“听说贵社出版时，为抢时间，不拟为文书定名，只
发表图版。又有友人自日本来信，说日本学者也在等待此书，一俟得到，便立即组织人力整理定名翻
印。如果日本人这样做了，将会使列藏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提高一个档次；同时也是对中国敦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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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影印出版丛谈》

的无声揶揄和讽刺。”后面的细节描述对我这种纯科普心态的读者来说专业了...略
过~==================================================【李穆——古籍图录整理编
辑漫谈】P95 宋代是我国刻版印刷成熟的时期，从此告别了图书的手抄写卷时代。P100-102 我听过一
些编辑说：“我什么都不会，可我什么都能编。”这我相信。但什么都不会的人编出来的书会是甚么
样子呢？这我就不敢说了。一般，对古籍整理编辑的要求是懂得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的
基本知识。目录版学：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汉书艺文志》文物出版社的编辑主要由学考古、历
史、美术三类的编辑组成。考古学的科学方
法===================================================【孙之常——浅谈古籍书画
复制与摄影】珂罗版？这位爷爷讲的一直很专业...先是工艺，后是设备...
略===================================================薄薄的一本书，因为太新鲜
了，所以码了这么多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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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古籍影印出版丛谈》的笔记-第9页

        ⋯⋯这些质量上乘，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排印古籍，早已成为历史，今后很难再出现了，因为产生
上述著作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了。这里所指的条件，大致有三点：1.要有一批（不是很少几个人）学
术水平高，古籍整理工作能力强的学者。2.相关出版社有一批（不是很少几个人）高水平的古籍专业
编校人员，以保证图书的编辑和排版质量。3.古籍整理者能够大量使用古籍善本进行校勘工作。⋯⋯
    如今，上述三个条件，恐怕一个都不具备了。⋯⋯
    再说说古籍整理者和编校者的状况。这一点，从近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大量质量低下的古籍点校、评
注、白话本图书中，即刻见其一斑。当谈，粗制滥造的排印古籍大量涌现，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
，但古籍专业人才的日益减少，又是大势所趋，难以认为逆转的。我们知道，某一专业领域人员的状
况（数量与质量）与该专业的整体发展，以及相关的大环境密不可分，与语言和文字相关的专业，更
是如此。清末、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承千百年来国学底蕴之绪余，尚存一批数量
可观的学者。他们的职业分布甚广，罕有专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但他们的古籍专业知识和技能却是一
流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以及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日趋重要，国学早已从
显血变为冷门中的冷门。就连文字和人们书写、阅读的方式、习惯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文言文和白
话文的转化，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变革等等），与古代汉语的距离愈来愈远。所有这些，客观上都不利
于古籍专业人才的成长。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学者相继辞世之后，古籍界就全方位面临了
青黄不接的状况。当今的文史专业大学生，不识繁体字乃至视古文为天书者，恐怕已是十之八九。在
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古籍专业人才的严重缺失，排印古籍质量和数量每况愈下，就不足为奇了。

这书是2006年出版的。六年后国学复又成为显学，然而文中提到的古籍整理人才缺失的状况不但没有
得到缓解，似乎更加的严重。
作者这段话，本意是说现在做高质量的排印古籍人才条件很不利，而现阶段的条件做影印则可容易一
些。可是问题提出来了，解决“出版古籍”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感觉是着眼眼前，这个“人才不足”却
没有解决。在一片求大求全求快求好的形式下，我们的古籍整理看似繁荣，实际貌似更加的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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