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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研究》

内容概要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印刷发展史
上三个最关键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上篇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对印刷术的产生原因和时间，做出了合理的说明。中篇深入考述唐宪
宗元和年间是否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大量刊印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研究指出，印刷术由民间文化层面
进入上层精英文化领域，是唐代末年至五代时期发生的事情。下篇集中论述活字印刷中的铜活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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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辛德勇   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研究。
代表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未亥斋读书记》、《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
历史》《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二集）《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困学书城》《纵心所欲：
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旧史舆地文录》《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石室賸言》《
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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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上篇  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
一  传世文献有关早期雕版印刷的确切记载
二  印刷术起源于唐代以前诸说辨析
三  论唐贞观说之不足信据
四  辨析唐高宗时期所谓雕版印刷史事
五  论武周时期有关雕版印刷的物证、书证与想象
六  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秘藏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七  佛像、梵文陀罗尼的捺印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印度渊源
八  密教在唐朝的全面兴盛与印刷术的出现
中篇  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兼论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
一  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说的由来
二  “模勒”一词的真实语义
三  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与
元白流行诗篇的复制方式
下篇  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
——附论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
一  明铜活字本说的由来
二  视“活字铜板”或“铜板活字”为铜活字印刷于理未安
三  书籍活字印刷史上的铜板法
四  “铜字板”与铜活字无涉
五  其他所谓明铜活字记载辨析
六  华燧之前中国亦从无铜活字印书的记载
七  明代之金属活字印书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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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材料真是全，论证也很严密。不过看多了有点无聊⋯⋯而且辛神你不能解释不了就说人家错了啊
⋯⋯以及有些吐槽真是过了⋯⋯
2、服气。刚读完还没缓过来。
3、持论之勇悍，驳论之辛辣，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上篇，以狮子搏兔之力巨细靡遗地摧破旧说
，可说是考据学和“学术规范与学术史回顾”的典范。或许有人会觉得作者以如此大的精力和篇幅研
究一个相对不大的问题，有点浪费，但文史之学，求真之外，能自得其乐，不好吗？（参观作者《制
造汉武帝》之后记。）
4、我好像买了一本杂志
5、这本书由三篇论文构成，三十七万字。谈到印刷与盖章的区别，最早的雕版印刷问题，非常有趣
。
6、辛先生走火入魔了，无谓的批评太多了，很多地方甚至是为了批评而写啊，导致文章越写越长，
窃以为不足为训！
7、解释完诸家调版印刷起源时间学说后很突兀地落到了印刷术由印度捺印佛像技术发展而来，有点
可惜。另外，由捺印向雕版印刷转变仍需可能是有生之年才能见到的实物来印证了，叹气。
8、考证还是很精彩，可是学术讨论，窃以为还是点到就好，虽然读者看得很爽，但被批评者应该郁
闷得不行。
9、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整体性研究，没想到竟然是论文合集⋯⋯
10、这学期上辛老师的版本学，课堂内容和书有诸多重合，读其文如见其人。主要看了上编，材料和
论述详尽到甚至有些繁杂，以至于看着看着逻辑就有些跟丢了。可看做印刷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总批判
，虽然有些评论大可不必，但辛老师的真性情也是本书的独特魅力。总体来讲，大体站在向达《唐代
刊书考》等文的延长线上，进行了更细致的论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P.S重要时间节点：唐文宗太
和九年（835）“禁断历日版”事；唐懿宗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最早至开元年间的雕版印刷
。
11、是的，的确是应该标记读过。。。。（原因见下）。。。
12、嗯，可以算读过了
13、读到116页，吐糟犀利，惊。
14、看的是中心网站下载的单篇。在拥挤晃荡的春运火车上站着读完，感觉是篇很好的学术史综述，
对张秀民、李致忠、潘吉星的吐槽读起来很带劲，有种重温辛大师课堂的感觉～
15、本书应该更名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总批判与总吐槽》
16、淋漓尽致，如观剑器浑脱
17、论证太详实，强迫症似的逐一列举、逐一反驳的逻辑模式得到了极大满足。
18、中心网页上单篇免费下。
19、略微说说自己的看法吧。单篇的论文编成了论文集，辛老师的风格。说到朝鲜的印刷术水平，稍
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家确实在一段时间做的非常好，想否认都没办法，而且朝鲜还保存了很好
的实物。说到艾俊川，可能一些“学院派”有点不了解，艾先生是位知名的藏书家，辛老师夸奖他，
可能一些人就不太高兴了。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民间收藏古籍最多的韦力先生对铜活字的看法，是韦
先生没有说？还是说了我没有看到？总之，说到文献、版本功底，在大学任职的学者确实很少有人能
做到辛老师这种程度，给99个赞，这个封面设计的不伦不类？另外，“中国印刷史”研究算是辛老师
的一个研究课题吧？记得是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辛老师现在做的“史记校注研究”也是这类项目。
20、本书收入了辛德勇老师关于中国印刷史的三篇重要论文，每篇文章都秉承独立思考与研究的原则
，运用严谨细致的史料考证方法，大胆而不留情面地对于先人在中国印刷史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断，给
予驳斥乃至否定。辛老师的考证功力、独立坚守和突破中国传统人情世故的率真勇气，都值得赞赏。
21、火力全开，痛快淋漓
22、网店还没有此书的身影，但已可标读过⋯⋯
23、翻阅上篇四至八，中篇。太专业了，阅读的半途总是在细密的考据里跟丢。也许历史研究就是这
样的，最后的结论很简单，实实在在的，几句话就讲完了。可是考辨的过程格外艰辛，不小心就迷失
在真伪淆乱的史料里，迷失在前人或清醒或糊涂的漫长的学术中，有时还需要一点灵光，一些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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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哦
25、这个好像真的是应该标“读过”[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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