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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前几日，作者邀我为她的新书作序，乍一看书名，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欣喜。
在我的印象中。
讲印刷史的书不在少数。
但从彩印角度写印刷史的却并不多见。
的确，时至今日，还没有一部专著对中国彩色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作出全面而系统的介绍。
过去，说到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人们似乎只有白纸黑字的印象，而《中国彩印二千年》则为
我们展现出一幅延续数千年的绚丽多彩的画卷，读之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
暇”。
　　出版人对印刷是有感情的，在我看来，印刷于出版如同发动机之于汽车，没有印刷技术的进步，
就难有出版的发展。
纵观出版的历史，每一步的前行都可以说与印刷密不可分。
　　3000多年前。
人们就开始用木简和竹简刻写文字，装订成册后就是最早形式的图书。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科技文化出现了第一次大繁荣，同时也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次高潮。
教育、天文、历法、历史、军事、农业、医学、文学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是那时的出版受限于复制手段的匮乏，多为刀刻手抄，耗时费力，难成规模，使文化的传播只局限
在少数贵族群体中。
　　出版真正的发展，应该说源于唐宋雕版印刷术的产生。
它使《元和郡县制》、《通典》、《史通》等历史地理著作，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
的诗文集可以广为刊布。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力地推动了唐代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与发展，甚至可以说成就了大
唐盛世。
难怪雕版印刷术被称为人类的“文明之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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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适合科研、科普工作者以及大中学生阅读的科普读物。
它将中国印刷术起源的历程呈现给读者：将印刷史上雕版、活字、信息处理技术这三次技术创新。
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读者。
希望本书有助于人们学习和研究我国的印刷传播文化。
了解印刷术对中华文明、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希望人们能借本书铭记历
史上对印刷术的发明创新有过不朽贡献的先驱——蔡伦、毕异、王祯、王选⋯⋯更希望本书能激励后
人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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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英，中国印刷博物馆业务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印刷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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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印刷术的源头　　印刷术是一门工艺技术，是一门推动人类社会进程的技术，它的产生
必然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历史文化积淀。
首先，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印刷技术所传播的对象分为两大类：图与文。
可以这么说，没有图文传播的需要，就没有印刷术的发明。
因此，图画和文字的发展是文化传播的基础。
其次，一般认为古代印刷技术有三大要素，一是印墨，二是印版，三是承印物。
这三大要素的产生和发展成熟是印刷术发明的必要条件。
　　故而，在进行了一定程度绵绵不断的文化技术积累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审美意识的不断加强，应用于生活装饰作用的印花技术便应运而生，这是最早的印刷术。
印花技术以图案为主要复制对象，承印物为纺织品，早期主要是丝绸和麻布。
　　印花术发明之后，随着纸的发明与完善，再加上佛教传播的需要和科举制度的兴盛，促使了雕版
印刷术的发明，从而开创了纸张印本书籍的先河。
人类社会从此淘汰了笨重的竹简书、昂贵的帛书，告别了手抄本书，开启了规范、轻便、快捷的印刷
品时代。
　　规范、轻便、快捷是印刷技术的三大宗旨。
此后的1500年，不断地改进创新印刷术，成为人类永无止境的追求。
而每一次新的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为人们带来更加规范、更加低廉、更加快捷的印刷复制品。
　　第一节　印刷术传播的对象　　一、图形图像探源　　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中国画
，起源古，象形字，奠基础；文与画，在当初，无歧异，本一途。
”有人认为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是为书画之先河。
文字与画图初无歧异之分。
　　有关中国的图画的起源问题，像历史的起源一样未有定论。
究竟中国的图画始于何时何地？
是何人所创造？
这一谜团千年以来一直萦绕在历代美术史研究者的脑海中。
　　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早期图画形象的实物，不断增加着我们对早期图画艺术的
了解。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彩陶及绘画、陶塑和雕刻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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