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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时 尚 文 化 读 本

A06
张良勋：为书法而终极追求

A04
听“金花”讲述“黄梅花开”的故事（下）

“
官刻、私刻、坊刻，书籍刻印，在古代是分为这三种，源自

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

从字面上理解，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

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

刻书，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

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在安徽流通的私刻，历书（日历）在公元835年以前，而诗文集则在公元825

年之前。

从年份中可以得出结论，安徽的出版业至少在古代时是紧跟潮流的。

尤其是北宋时期，在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梅尧臣、欧阳修、晏殊、苏辙、王

安石等人长期生活和为官的安徽地区，公私刻书盛行，图书市场繁荣。

而徽州府跃居于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迅速形成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独占

鳌头的徽派时代，是在明朝时期。

有几个数据很能说明情况：清代的安徽地区，是文字狱的多发地区和禁书

活动干得最卖力的地区。安徽地方官曾向清廷呈报18次，共奏缴禁书400种，

其中皖人著述就有190种。尤其是闵鹗元在安徽巡抚任上短短的5年时间内就

专折上奏8次，提出禁书240种。

可以看出，入清以后，徽州府的刻书业仍居全国的领先地位。

安徽有哪些著名的官刻和家刻，本期策划为您解答。

徽州州学，又名新安郡斋，后为紫阳书

院取代，目前已知刻书18种，连同重版计有

20起，总卷数为793卷。

说起徽州州学，不得不说到朱熹的父

亲和它的渊源。朱氏的始祖朱师古因逃

避黄巢战乱，举家从苏州洗马桥迁徒徽州

篁墩(这时已更名为黄墩)。师古的儿子朱

奉其时的刺史陶雅之命，带领三千戎马驻

守婺源，因守土有功，子孙便在婺源安了

家，朱也被尊称为“茶院府君”。

到了朱师古的第九世孙，也就是朱熹

的父亲朱松这一代，朱松被派到福建为

官，举家迁往。朱熹也生在福建。但朱松

年青时曾经在紫阳书院修业，来闽后，一

向忖量着家园，并刻有“紫阳书院朱某”的

印章一枚。

朱熹每去歙县，常游于紫阳山，因有

紫阳夫子之号。在南宋淳祐六年（公元

1246 年）在今歙县城南门外，建紫阳书院

以取代州学，分别延徽州州学、新安郡斋、

紫阳书院刻书，成为南宋著名的官刻机

构，也是各地以紫阳命名中的最大书院和

最大的书院型刻书机构。

著名的刻版要数淳祐十二年州守魏克

愚刻其父魏鹤山先生经学著作 10 种 327

卷、咸淳六年刻宋·罗愿撰《尔雅翼》32卷。

池州州学，又名池阳郡斋、池阳郡学、

秋浦郡斋。最著名的出版物之一是《文选

李善注》60卷、《考异》1卷。

《文选》是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

持选编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昭明太子 5 岁遍读五经，爱好文学。

收罗古今图书3万卷，藏于东宫。又根据

东宫藏书，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成《文

选》30 卷。唐代知名学者李善所注《文

选》，在于博引经史、考其典实，且释事详

备，是公认的萧统《文选》的最佳注本。宋

代科试诗赋，《文选》备受士人重视。

而池阳郡斋刻本是现存最完整的李

善注本，也是《文选》版刻史上具有相当重

要价值的版本。此本写刻端秀、版式疏

朗，在传世李善注《文选》诸刻本中，是最

佳之本。也是各种李善注版本的祖本。

根据版心所题，参与此本刊刻的刻工有

曹仲、吴志等三十八位刻工，说明淳熙年间池

州地区的雕版印刷业已经初具规模。

它原先为杨氏宝选楼藏书，先后经明

王延喆、民国陈澄中等名家递藏。建国初

期，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从寓居香

港的陈清华手中购回，入藏国家图书馆。

秋浦郡斋：中国最好的《昭明文选》刻本

广德军学，又名广德郡斋、桐川郡斋，

最著名的刻本为 3 种版本的《史记》。淳

熙四年（1177），浙江龙游人刘章之子刘之

衡由御史台检法官出守广德军，刘之衡鼓

励广德军学进行刻书（一类是“军学”，另

一类是“公使库”），任期满后离开广德军，

临时代管军政的是广汉人张栻。张栻“中

兴名相”张浚之子，为著名理学家和教育

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理学上承二

程，推崇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

张栻在广德军短暂的任职期间，想

把《太极图说》刻成精本。广德军的刻字

工都令张栻不甚满意，便想到京都临安

借名优秀的刻字工来用用。张栻向临安

荣六郎刻书铺子老板女婿马钟借刻字

工，马钟正好将闲置在作坊中的最牛刻

字工蒋辉介绍给了张栻。张栻要的是顶

精刻字工，张栻便试了蒋辉的手艺活，一

试之下大喜，便把蒋辉带到了广德军府

地桃州镇。

元代的官刻中，著名的还有

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旌德县王

祯用木活字排印自纂《[大德]旌德

县志》6 万余言，在 1 个月内“百部

齐成”，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有确切

记载年代的木活字版印书。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精通农

学、机械与印刷术。他曾在安徽

旌德任县尹。在此期间，他提倡

种植桑、棉，亲自参加工具改革的

实践。并在前人经验基础之上，

撰写了农学名著《农书》。因为字

数较多，遂命工匠按他所创意，制

作木活字三万多个，准备用活字

排印。首先于武宗至大四年(公元

1311年)用这份活字印刷了他所编

纂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

就印制了一百部。

遗憾的是，这部古代有明确

记 载 的 木 活 字 印 本 ，早 已 失 传

了。《农书》是否用木活字排印，既

不见记载，也没见传本。王祯把

这次制作活字、排版、印刷的方式

方法，写了详细的总结，题为“造

活字印书法”，于《农书》雕版印本

的后面公布了。

王桢木活字的发明与应用，

在印刷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除此以外，他还发明了转轮

排字盘，这是对印刷术的另一重

大贡献；首创活字数码检字法，为

世界数码检字方法之首例，可视

为开近代出现的汉字“电报码”与

现代发明的计算机“区位码”等汉

字录入法之先河。用这种方法进

行汉字检索，不仅可以有效地避

开按声韵检字时出现多个同音字

的“重码”现象，而且提高了检字

的速度与准确率。

木活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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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书院：朱熹父亲修业的书院型官刻机构

广德军学：从京都借来顶级刻字工

旌德王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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