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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出版业历史源远流长，其刊刻工艺发达，注重文教相习，有很多专门性的藏书与出版 

机构。从中唐时的官刻，到两宋时的私刻，及明清时的藏书阁、古籍考据、文献整理等，浙江出版业 

保存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推动了图书馆学与 目录学的发展，形成了系 

统而富有特色的出版思想，对我国出版业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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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版史不仅是两浙文化史的璀璨明珠，在 

我国出版史上也大放异彩。浙江出版业滥觞于中 

唐五代；两宋之际，浙江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业中心 

之一，与福建、四川鼎足而立；南宋时臻于巅峰，一 

度成为全国出版业的翘楚。浙江出版业在元代虽 

稍逊两宋时期，但以西湖书院为首的刻书业堪称奇 

葩。明代，浙江出版业人才辈出，风起云涌，藏书楼 

天一阁蜚声 中外。清代的文化钳制使浙江出版业 

惨遭重创，但在浙东学派的熏陶下很快重启中兴局 

面。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书 

籍的出版涌动钱塘大地，白话报与新式出版渐趋繁 

荣。西泠印社、嘉业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蜚 

声海内外的出版机构将民国浙江出版事业推至新 

的高度。本文拟在梳理浙江出版业历史的基础上， 

探讨其特点及影响。 

一

、百花竞逐的出版业盛况 

浙江自古为人文渊薮。中唐时，两浙刻书业渐 

兴，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唐诗文学繁盛，私人刻 

书渐起勃兴。五代时，佛教文化兴盛，吴越君主笃 

信佛教，广建寺院。钱假委派净寺延寿和尚主持刻 

印《宝箧印陀罗尼经》等经卷、佛图，颁行各地。 

1917年，吴兴天宁寺经幢象鼻中就出土有“天下都 

元帅吴越国王钱弘饭，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的 

题刻。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坍塌时，从砖缝中 

发现公元975年钱氏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 

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等经卷，至今纸质洁白、字迹 

隽永。 

两宋是浙江出版业的巅峰时代。北宋时全国 

五大刻书基地，首推浙江。宋廷为笼络江南名贤， 

邀集一批卓越的浙江籍学者参与《册府元龟》《太平 

御览》等的编撰，还在杭州刊印《资治通鉴》《太平御 

览》《七经正义》等卷帙浩繁的鸿篇巨著。浙江孕育 

了一批刻板、印刷的能工巧匠，刻印技术精湛。诸 

多朝廷钦定重要典籍，均由汴京送至杭州开雕，促 

进了浙江刊刻技术的发展。南宋时，宋室南渡，杭 

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方名儒为躲 

避兵燹，隐逸江南，促使浙江出版业出现鼎盛局面： 

以杭州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独领风骚，成为全国出 

版业的楷模；陈起、陈思父子的民间坊刻遍布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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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小巷，推动了传统文化向民问的传播。南宋 

时，浙江刻书种类丰盈，传统的经、史巨著，文集、农 

书、医书、善书等一应俱全(见表1)；刻书工艺熟稔 

精湛，字体隽秀，刀法圆润，版式工整，脉络清晰，堪 

称“书之奇品”。用字方面，南宋喜好欧体。欧体字 

瘦劲秀，字形略长，转折笔画细棱有角，是浙刻的一 

大特色。用墨方面，南宋刊刻用墨质量较高，以“墨 

色香淡”见长。装帧方面亦是匠心独具、美仑美奂。 

表 1 南宋时期浙江刊刻的主要书籍 

出版者 主要出版物 

《十三经》《史记》《淳熙礼部韵略》《说文解 

国子监 字》《尔雅疏》《国语解》《刑统》《唐文艺志》 

《资治通鉴》《白虎通德论》 

皇家内府 校 

元代浙江囿于战乱与政治因素影响，刻书业稍 

逊南宋。西湖书院的藏版与刻书，使得浙江刻书业 

位居全国前列，尤以《元文类》《玉海》为代表。元后 

期，涌现王应麟等浙东四明世家学派，他们在文学、 

史学上造诣极深，在图书编纂与刊刻方面亦堪居魁 

首。浙江闻名的常山纸、上虞纸，绍兴出产的蜡笺、 

黄笺 、花笺等，都是元代刊刻的必备原料。元代宫 

廷诸多诏诰文书均送至浙江刊印。优良的刊刻技 

能是元代浙江出版业发展的基石。浙江的刻工技 

艺超群，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不少工匠还亲 自 

参与图书编辑。薪火相承的精湛工艺使浙江刊刻 

书籍之品位在全国独占鳌头。 

与宋元时相比，明代浙江出版业在刊刻数量、 

影响与地位等方面都远逊于前代。朱元璋问鼎中 

原后，元代遗存于杭州西湖书院的20余万片书版尽 

数运抵南京，“吾浙宝藏俄空”，使得浙江出版业元 

气大伤。万历以降，浙江出版业渐露复苏迹象，湖 

州刻书业异军突起，尤以闵齐假、凌漾初的彩色套 

印蔚为大观。以胡应麟为代表的浙籍学者一生笔 

耕不辍，在文学、史学、藏书、刻书方面成就斐然。 

他们积极投身图书刊刻活动，大力改进图书编目方 

法，对推动浙江刻书业发展功不可没。晚明浙江商 

业经济荣盛，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一批市民文学及 

迎合市民阶层的出版物接踵而至，诸如“三言”“二 

拍”《古杂剧》《红拂记》等拟话本小说、长篇章回体 

小说、戏曲韵书等。杭州书肆林立，除固定的书坊 

外，流动书贩亦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湖州兴起一 

种“书船”，即一叶扁舟沿水路流动售书。“书船”的 

营销策略拓展了书籍的传播渠道，推动了出版市场 

的形成，加快了出版商业化的进程。这一时期出现 

了众多藏书家和有名的藏书楼。据统计，杭州有藏 

书家 198人，湖州 94人，绍兴 93人，宁波 88人，嘉 

兴 75人，海宁67人。最有名的藏书楼当属宁波范 

钦修建的天一阁，在范钦去世时该楼藏书量达7万 

卷之多。⋯两浙藏书规模最大的藏书楼——嘉业堂 

藏书楼，藏书 18万余册，约60余万卷，在全国亦屈 

指可数。 

清前期，受文字狱等文化钳制政策的影响，浙 

江出版业相对沉寂。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案迭 

起，这些钦案与浙江均有牵扯，尤以湖州“庄廷龙史 

书案”关涉最大。不仅直接参与编纂的学者惨遭杀 

戮，就连刻工、印工、装订工乃至读者均受株连，历 

史上也十分罕见。清中期，浙江谈书色变，对文化 

事业影响甚巨。乾嘉时，浙江的刻书业趋渐复兴。 

整个学界已由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逐渐转向考据 

与古籍整理领域，“谈古避今”的校雠、考据之学蔚 

然成风。乾嘉后，浙江私刻业发达，私刻书坊鳞次 

栉比。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 

浙东学者在继承发扬前人学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频出新著。他们探究学术，广泛参与图书编纂与出 

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近代以降，西方文化思潮渐起，浙江出版业焕 

发生机。陆续涌现了浙江书局、西泠印社等新式图 

书出版机构，开创了颇具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如古 

越楼、浙江省立图书馆等。在新式出版业中，张元 

济草创的商务印书馆与陆费逵、沈知方创办的中华 

书局影响卓著，杜亚泉、章锡琛对《东方杂志》的革 

新与发展亦堪称翘楚，鲁迅、郑振铎、胡愈之等学者 

则投身于近代报刊与杂志行业。图书的种类亦有 

增添。近代以前，图书品类集 中在文学、史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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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石学等方面，品类单一，内容乏陈。近代以 

后，西学书籍的翻译与刊刻渐为潮流，除西方工艺 

与自然科学之作外，还大量关涉思想、文学、艺术、 

政治等。民国时，漫画家丰子恺首推漫画艺术创作 

与出版，世罕匹敌。白话报、白话小说无疑是这个 

时代最具特色的事物，有利济学堂报、算学报、译 

林 、杭州白话报、浙江五日报、浙江潮、宁波白话报、 

湖州白话报、浙源汇报、浙江教育官报、越报、杭州 

商业杂志等诸多报刊出版。在出版家领域，近代以 

来的浙籍出版家可谓人才荟萃，刘承干、朱遂翔、张 

静庐、沈雁冰等文人不仅著述丰富，而且有出版行 

业的经历。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引入推动了浙江 

刊刻技艺的革新，无论是刊刻工艺还是装帧品质， 

俱焕然一新。 

二、浙江出版业的特点 

其一，浙江出版业的历史源远流长，延脉不辍。 

浙江出版业滥觞于中唐，崛起于五代，兴盛于宋元， 

臻善于明清。随着雕版工艺的兴起，浙江出版业逐 

渐崭露头角，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之一。两宋之 

际，浙江出版业步人鼎盛。上至官刻，下至坊刻、私 

刻、佛刻、道刻，一应俱全。1127年宋室南渡，杭州 

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与藏书的发展 

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此后数百年问，出版家、藏 

书家人才济济。 

其二，浙江出版业遍及全省，刊刻工艺发达。 

北宋时，国子监将卷帙浩繁的类书交付浙江刊刻。 

南宋时，得益于政治中心南移，国子监等中央文化 

机构纷纷迁至杭州，杭州遂成为全国重要的刻书基 

地。元代虽对南方采取相对歧视的民族政策，但元 

代的大部头巨著均一体交付西湖书院刊刻。浙江 

私刻繁盛，无论通衢大邑还是乡间僻野，均有刻书 

作坊，营销网点众多。浙江的刻书工匠刻法高超， 

不断革新刊刻技术。 

其三，浙江出版业注重文教相习、触类旁通。 

刻书业本身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为推动刻书 

业的发展，出版家除刊刻图书外，还在 日常活动中 

承担学术研究与书籍整理工作。浙江籍出版家在 

丰富图书刊刻的基础上开展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文 

化活动，产生了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介为“宋末已 

为世所重”_2 的《直斋书录解题》等不少经典杰作。 

其四，浙江出版史上涌现出专门性的藏书与出 

版机构。藏书是图书刊刻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浙 

江是我国藏书家最多、藏书机构最为丰富的省份之 
一

。 据学者统计，仅藏书家一项，浙江历代藏书家 

就多达 1 062人，占全国藏书家总数的22％。_3 除丰 

富的藏书外，浙江还有专门从事出版的机构，元代 

杭州的西湖书院就是较早兼图书编辑、图书整理、 

图书刊刻为一体的专门性研究机构。清同治六年 

(1867年)出现的浙江书局，是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 

专门性出版机构，1913年并入浙江图书馆，历时40 

余年。民国时的西泠印社、嘉业堂等出版机构不仅 

从事出版，还围绕经学、文学、史学、金石学等展开 

专门的学术交流，推动了浙江文化的兴盛。 

三、浙江出版业的影响 

浙江出版业对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从中唐时的官刻，到两宋时的私刻，及明清的 

藏书阁、古籍考据、文献整理等，对我国传统文化事 

业的承续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保存并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从历史脉 

络看，浙江出版种类繁多，不仅有经、史、文诰等，亦 

刊刻有文集、小说、医学、名物等诸多门类。 

遗存至今的五万余首唐诗中，浙江出版做出了 

杰出贡献。中唐时，绍兴刊刻有白居易和元稹的诗 

集。陈起父子在刊刻唐人诗集方面声名大噪。据 

王国维考证，传承至今的有《常建诗集》等 17种， 

“陈宅书籍铺所刊唐人诗集其存于今 日者止此，然 

当时所刊实不可胜计。⋯⋯今 日所传明刊十行十 

八字本唐 人专集、总集，大抵 皆出陈宅书铺本 

也。”_4 既往所刊多以专集出版为主，汇辑本尚无， 

海盐人胡震亨所撰《唐音统签》填补了空白。 

话本小说也是出版的主要种类。嘉靖年间藏 

书家洪板所刊《清平山堂话本》就是我国话本小说 

中最早的刊本。此话本原有 60篇，保存了宋、元、明 

以来的话本小说资料，对开创明清小说时代具有重 

要意义。脍炙人口的《白蛇传》就源于话本小说《西 

湖三塔记》。 

第二，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浙东学派在浙 

江出版史上具有显著地位。浙东学派肇始于王应 

麟。王应麟是元代著名出版家，他奠定了浙东学派 

的基础。明代以降，浙江涌现了王阳明、王畿、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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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徐爱等不少学者，促进了浙江出版业的发展。 

清代时，浙东学派臻于鼎盛，黄宗羲、万斯大、万斯 

同、全祖望、章学诚、邵廷采、邵晋涵等学者均为浙 

江乃至全国著名的出版家与藏书家。 

第三，推动了图书馆学与 目录学的发展。在刻 

书与藏书过程中，许多学者开始探索更具学术价值 

的编撰与检索方法。南宋人陈振孙早年就留心收 

藏图书，为官期间大量购置书籍。他在兴化(今福 

建莆田)担任通判时，收购了精 良的闽刻宋版书。 

陈振孙还对图书进行了细心的蔸集与整理。他在 

担任国子监司业时编纂有《直斋书录解题》。《直斋 

书录解题》原本为56卷，现行本为22卷，全书按照 

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共辑入图书多达 

51 180卷。陈振孙并非单纯编纂图书，他在编纂《直 

斋书录解题》时，对所录之书都一一注明卷帙，详加 

评论，首创了目录学中的解题体裁。 

明代绍兴人祁承煤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对淡 

生堂藏书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在《庚申整书小记》和 

《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中记述了他对图书编目分类 

的见解。在《庚申整书略例四则》中，他提出“因、 

益、通、互”四字分类原则，充分展现了他在图书编 

纂方面的思想。_5 所谓“因”，乃因袭传统四部分类 

法。他认为 “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绪，若网之 

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他赞赏西晋苟勖《中 

经新簿》的四部分类法，以为“历代分类之法，多则 

丛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所谓“益”，“非 

益四部之所本无也”，将“似经似子无间，亦史亦玄 

之语，类无可人，则不得不设一 目以汇收”。所谓 

“通”，即“流通于四部之内”。所谓“互”，即“互见 

于四部之中也”。祁承煤的这些编目分类见解在图 

书馆学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编纂的《淡生堂书 

目》采用表格式著录，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编排。 

为便于检索，他采用分析著录与互见著录相叠的方 

法，对同书而卷册版本有所不同的以“又”字另著一 

条，对上下正续的编著则分条著录。其 目成后，续 

收各书，则续录于各类末尾。 

在图书分类上，明代学者胡应麟注重分类体系 

的创新，自创了书籍的分类方法，他在前人四部分 

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部分类法。他主张在经、史、 

子、集四大类之外，应该将别录中佛道二藏、赝古 

书、类书归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 

第四，形成了系统而富有特色的出版思想。在 

编纂思想上，注重图书编纂思维的创新，对出版物 

的质量十分考究。南宋绍兴年间浙东茶盐司刊印 

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等经书，以及 

绍熙年间黄唐刊刻的《礼记正义》《毛诗正义》等，历 

经几代人心血，直到庆元年间沈作宾刊刻《春秋正 

义》为止，才使经疏合为一本。在编排形式上，强调 

精于校勘，注重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清代浙 

东学派将治学的严谨风格贯穿于图书的编纂与校 

勘，字字珠玑，校对精细。在出版质量上，注重刊刻 

技术革新。明代湖州闵齐假、凌漾初在朱墨两色套 

印的基础上，发明了三色、四色、五色等彩色套印 

法。浙江的刻书家还十分讲究用纸、用墨与书写的 

圆润与否，故而浙江的出版物质量上乘，桂冠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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