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头谱写的文明
———近代上海石印传奇

石印出版物通常很少有人注意，更不要说被看重。其实，要解读晚清乃至
整个近代中国，石印术都是个绕不开的关键点。晚清三十年（1880—1910），
中国传统的木版雕印已渐趋没落，颓势尽显，从西方引进的铅活字印刷则处
于不断革新、追求完善的求变阶段，而石印术堪称在此过渡期间熠熠生辉的
一抹亮色，维新变法、图强救国的时代之声，正是从一架架石印机中走向了千
家万户。

! ! ! !所谓石印术，是指在石板上印刷的技
术，由德籍捷克人阿罗斯·塞纳菲尔德于
!"#$年发明。这项技术根据石材吸墨及
油水不相溶的原理创制，在特殊石板上直
接书写图文，再通过化学腐蚀制版，印刷
成文。经过改进后的石印技术能任意将图
文放大缩小，解决了不规则图形和特殊符
号的印刷难题，操作简便，省时省钱，大大
解放了生产力，受到了市场的欢迎。石印
在 %#世纪初即开始流行于欧洲，成为贯
穿整个 !#世纪的主流印刷方法之一。
至迟于 !&'(年代，石印术就开始影

响中国。最初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如马礼
逊、麦都思等）在新加坡、中国澳门等南洋
诸地办所印刷，其中就有部分是石印或铅
印、石印混合印刷物，如麦都思的《华英字
典》等。稍后，传教士们的印刷基地移往广
州，这是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大陆并长期驻
扎下来的先声。广州是中国开埠前唯一对
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也是开埠后五个首批
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因此成为西洋文化
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这一时期最典型而目
前尚能看到的石印出版物是医生合信的
《天文略论》和《全体新论》，它们均由合信
所在的广州惠爱医馆出版，是近代最早系
统介绍西方天文知识和人体解剖知识的
科学著作，附刊有大量天象图版和人体解
剖图，在当时影响很大。

! ! ! !麦都思于 !&)*年底到达上海，第二
年就开办墨海书馆开始出书。%&+"年麦
都思逝世后墨海书馆仍在运转，一直持
续到 %&,,年底结束，这是上海开埠初期
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墨海书
馆所在地也被称作“麦家圈”，并因此成
为上海史上的一个特定名词。从现存墨
海书馆所出书来看，木版雕印、铅印和石
印都有，但主要是前两者，石印基本上只
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现已知墨海书
馆 %&))—%&,(年间出版的 %"( 余种书
中，石印的书只有《祈祷式文》《耶稣降世
传》等极少数几种。这是因为当时上海难
以寻觅到合适的石印版材，墨海书馆使用
的石印设备仍是比较原始的木质手摇机，
速度慢，印刷效果也不佳，相比雕印和铅
印没什么优势。由于墨海书馆当时印刷设
备有限，因而出现了一种铅印和石印混合
印刷的出版物。墨海书馆 %&)&年出版的
《天帝宗旨论》就是如此，且是难得一见的
集雕印、铅印和石印为一体的混合套印
本。此书封面“天帝宗旨论”为雕版印刷，
字上木纹尚在。内文为铅活字排印。由于
墨海书馆早期印刷设备很不完善，使用的
铅字系由几副不同铅字拼凑而成，故全书
字体大小不一，颜色也有深有浅，整体感
觉很不协调；此外，因铅字数量不足，几乎
每页都可见一个或几个手写字，如第 -%

页上有 #个“靠”字，其中 +个用铅字排
印，)个用手写体石印套印，可见墨海书
局当时使用的这副铅字只有 +个“靠”字，
超出 +个就只能用手写石印套印了。这
种雕印、铅印、石印混合套印本的实物非
常少见，是近代印刷史筚路蓝缕、艰难发
展的珍贵见证。

! ! ! !如果说，墨海书馆的石印还
鲜为人知的话，那在这方面土山
湾就太有名了，几乎所有的相关
著作，在说起上海的石印源头时，
无一例外都会提到它，却又语焉
不详。实际上，土山湾的石印，和
徐家汇有着密切关系。%&)"年，
耶稣会进驻徐家汇，传教的同时
把很多西方文明也带入了徐家

汇，石印技术即其中之一。
目前发现最早在徐家汇出

版的石印实物出版于 %&++ 年，
是一本向中国人介绍法语文字
语法的读物。书名《法兰文字》，
中法文对照，出版、印刷机构署
./012034/56788!94 :4 ;<0=9>2?4

（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显
见，这是 %&++年徐汇公学出版
使用的一本法文教材。从时间上
说，这本教材系土山湾印书馆之
前的石印物，为一新发现。根据
文献，在土山湾前，徐家汇的修
士使用小型木质的石印机印过
一些宗教读物，但从未发现过实
物，这本石印教材的发现，正好
弥补了这一缺憾；此外，对研究
徐汇公学早期法文教学，此册
《法兰文字》也是本难得的范例。

徐家汇的印刷设备后来搬
往土山湾，归印书馆使用。%&",

年，负责印书馆业务的法国人翁
寿祺修士向法国订购了大型石
印车，石印业务在土山湾开始有
了较大发展。土山湾早期石印出

版物中较有代表性的是 %&"&年
出版的柏立德的《中国溺婴记》。
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石印书
籍中最接近西方石印书原始面貌
的，从书籍纸张、内页印刷一直到
整体装帧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同
期西方石印书籍的最高水准，何
况它还具有开本阔大、手写上版、
中西文字并列、附有大量插图等
石印书的众多特色，可以说集数
美于一身，是反映中国早期石印
生产能力的一本经典之作。

土山湾印刷发行的石印出
版物时间早、数量大、范围广，绵
延数十年，品种千百计，影响遍
及沪上同业，事实上成为上海石
印业的始作俑者。执掌土山湾印
书馆约 -(年的翁寿祺修士的主
要助手是中国人邱子昂，有迹象
表明，向点石斋传授石印技术的
正是来自土山湾的邱子昂，而沪
上其他出版机构看到点石斋的
成功之后据说也纷纷向他伸出
了橄榄枝，上海石印业风起云涌
的黄金三十年局面由此而形成。

! ! ! !英国商人美查（@A B2C7D）创办
的点石斋印书局现已被公认为是让
石印技术正式进入商业领域的始作
俑者。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美查
绝不会突然起意要进军石印业，中间
肯定有一个渐进过程。从时间上来
看，E&",年土山湾大规模进军石印
业，E&""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
开始刊登用欧洲石印新法印制的李
鸿章等人的精美画像，这一切都有可
能触动美查的商业心机。风雨欲来的
外部环境碰到敏感又善于捕捉机会
的美查，专营石印的点石斋印书局就
在这时应运而生，拉开了序幕。E&"&
年暮秋，申报馆老板美查从国外购得
石印机器一台，经过调试，效果良好，
遂在这年年底成立点石斋印书局，并

印成楹联、金笺等数种出售。点石斋
石印业务的发展很顺利，石印的品种
很快从零星散件扩展到书籍字典等
正规品种的印刷。我们从当时的广告
可确证：从E&"#年初一直到当年"月，
点石斋已印成石印书&种可供出售；
再到E&&(年*月，&个月时间又印成石
印书E,种，一共已有-)种石印书可供
出售，其中包括大卖热销的《康熙字
典》缩印本。E&&)年，美查创办《点石
斋画报》，延聘吴友如等绘画高手，捕
捉社会热点，以画说新闻为卖点，一
时红遍大江南北。点石斋因此而大获
其利，石印也就此成为申报馆营利
的一大热点，石印能快速赚钱的信
念至此已深入人心，由此带动了近
代史上延续几十年的石印热。

! ! ! !点石斋一马当先，其后开设的石印书
局汹涌而至。E&&(年至 E#E(年，仅上海
一地发行过石印书刊的出版机构就不下
-((家，不乏同文书局、蜚英馆、扫叶山房
等大型企业，造就了石印业的黄金 *(年。
石印术能在 E#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异

军突起，占领印刷出版市场的半壁江山，
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自 E&)(年鸦片战
争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各种学说纷纷涌
进，报馆书局争相创办，引起印刷业大繁
荣，而新兴的石印术以其方便快捷、投资
小见效快的特点，在优势不再的传统雕版
印刷和有待完善的铅活字印刷两面夹壁
中突围而出。E&*#年，摄影术发明并推广
后，很快就应用到了石印业，使原先只能
按原大尺寸印刷的石印如虎添翼。石印术
缩印成书的优势在当时堪称“一招鲜吃遍
天下”，众多石印企业将此优势发挥到极
致，几乎将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古籍全轮
印了一番，直接降低了书价。当时，石印书
价大致是木版书的三分之一，且因书的体
积大为缩小，可随身携带，为贫寒弟子带
来了很大方便。这种商业行为客观上是对
中国古籍的一次大普及，近代很多文化人
正是从接触石印书开始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由此而登堂入室走上学术之路。
石印的另一个明显优势是能妥善处

理一些异形文字和图文乐谱的印刷，如
《金石萃编》等。至于中国历史上一些以
图享誉的名著，如《帝鉴图说》《御制耕织
图》等，更是多家机构争相发行并屡屡再
版，成为近代印刷出版史上的奇异风景。

E#世纪中期上海兴起石印后，迎合
举子科考的中国传统古籍和西学类书一
直是石印的重点产品，而 E#(+年废除科
举考试后，这类书的销路锐减，在经过短
暂阵痛后，石印业又很快找到了新的热
点：通俗文学。从《三国演义》等经典作品
的绣像加工出版热，蔓延到各地地方戏的
剧本和各种通俗小说、各类弹词、滩簧等
民间唱本。现存石印书中最大量的就是这
类作品。这类书开始还印得比较中规中
矩，但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降低发行成本，
各书局展开了恶性竞争，用纸越来越差，
排印越来越密，价格越来越低，很快走向
死胡同。这类通俗文学书籍，特别是记录
民间口传文学的唱本类读物，因长期缺少
重视，乏人整理，一直处于濒临失传的边
缘，却因这次商业竞争得到了生存延续，
在百年后成了研究民俗文化的难得资料。

E&世纪末，阿罗斯·塞纳菲尔德在
德国发明石印法，短短十数年就迅速风
靡整个欧洲，成为 E#世纪主流印刷技术
之一。石印法在 E#世纪三十年代随传教
士的足迹影响中国，萌发于外围的南洋，
初始于最早开放的广州，然后在中国最
大的商业都市上海成熟、繁荣、光大，并
迅速走向全国各地。民国以后，石印业慢
慢衰落，逐渐退出印刷出版业的主流市
场。但其生命力是顽强的，直至今日，这
门古老的印刷技艺仍在小范围内活跃着。

! ! ! !石印术的发明及
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 ! ! ! 墨海书馆 沪
上石印第一声

从徐家汇到土山湾 石印在沪发展的真正源头

点石斋 石印进入商业领域的尝鲜者

! ! ! ! !""# 年 至
!$!#年 石印业
的黄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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