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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了路善全的新著《在盛衰的背后一——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一书，感到饶有趣味。
它不仅是在讲述一个书坊的盛衰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发生在明代的福建，这对不了解福建有多少文化
底蕴的人更觉得新鲜，也觉得有点神秘。
地处福建偏僻山区的建阳书坊的发生、发展与盛衰，不仅证明它是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痕迹，又
是当代传播发展的基础与佐证。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民间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增，从而促进了印刷业的发
展。
在由唐至清一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中，出现了不少以刻书售书为业的家族，称之为坊刻。
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沿，苦心经营，历久不衰，有的经历几个朝代、五六个世纪以上。
他们的聚居地，形成了历史上的刻书中心，不仅在刻书内容和版刻形式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为保
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文化以及促进印刷术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民间印刷业分布很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印刷书籍的品种除经史子集外，平话、小说、戏曲故
事及各种通俗读物也被大量刻印。
其中建阳民间印刷尤其值得一提。
　　本著作首先对建阳书坊的发生、发展与盛衰的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自宋代起，建阳书坊一直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明万历以后达到最为兴盛的时期。
到了明末，建阳书坊衰败了。
建阳麻沙、崇化书坊不仅宋元二代300多年间经久不衰，而且到了明代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崇化书坊的
规模，大大地超过前代。
不过，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建阳书坊明代的成就似乎忽视，介绍颇少，而且往往把建阳书坊的衰落，
归结于元末和明朝中期发生的两场大火。
本著作认为，从建阳书坊衰落的过程人们不难发现，明末清初多次严重兵燹，虽说是建阳书坊走向没
落的直接原因，但还不是书坊和书市衰亡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建阳书坊衰落的原因应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背景、建阳刻书业自身的原因等方面进行考察。
建阳书坊从衰落走向消亡，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客观趋势，并非偶然发生的一两场大火所致。
这些都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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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传播生态学理论，对明代传播牛态以及起于五代、兴于两宋、盛于明代、衰于明末的建阳书
坊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深入探讨了明代传播生态背景下建阳书坊盛衰演变过程和原因。
    全书在对研究现状进行概述、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描述了明代传播生态的历史图景，演绎
了建阳书坊传播外生态、传播内生态、传播新生态、产业生态等的变化，最后指出建阳书坊盛衰演变
是由传播生态作用造成的。
    本书不仅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加深了对明代纸质媒介文本传播的认识，而且为丰富地域文化
的研究，加强地域文化建设，促进地域文化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和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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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路善全，安徽太湖人，武夷学院副教授。
长期在高校任教，主要从事传媒研究，已在《新闻战线》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中
国传媒与文学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参编高校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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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与其时的文化消费有关。
明代商品经济日益勃发，市民阶层日益壮大。
壮大的市民阶层需要与之适应的文化消费。
一方面，广大市民乐于接受和欣赏通俗性强的章回小说；另一方面，书坊主刻印章回小说不仅获利高
，而且资金周转快，如同凌蒙初所说的“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正所谓“卖古书不如卖时文
，印时文不如印小说”。
为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和通过其消费而获利，建阳书坊理所当然地、最大限度地参与了章回小说
的生产传播。
　　第四，与建阳书坊自身条件有关。
前文所述，建阳书坊主要集中于麻沙与崇化，这里人文荟萃，交通便利，原料充足，集市繁荣，但毕
竟地处偏远的深山之中。
因“山高皇帝远”，朝廷的管制鞭长莫及，从翻印、重印到书坊主自己创作小说刻印，只要有市场，
只要有作品，建阳书坊主都会立即动手刊行。
　　以上原因，必然促使建阳书坊主大量地刊印章回小说。
　　二、建本章回小说的题材种类　　为了廓清问题，我们还是从有据可考的主要的建本章回小说篇
目说起。
通过对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山西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春风文艺出
版社《小说书坊录》、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古代刻书》及中国社会出版社《建阳刻书史》的统计和
梳理，明代建本章回小说篇目与刊刻情况如下表（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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