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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活字泥版技术和锡活字铸造技术均为我国古代的特殊印刷技术。 在古代文

献中可以发现对这两种技术的相关记载，并有实物证据留存。 通过对文献与实物的

分析，可以梳理出两种技术各自的工序。 两种技术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 在比较分析两者异同的基础上，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它们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活字泥版；锡活字；印刷技术

有清一代，前贤先后发明了活字泥版和锡活字印书技术。 其创思之妙、技艺

之巧、工价之廉、操作之便、传本之珍，超乎寻常。 本文以原始文献和目验传本的

再次解读为依据，就两种印书技术的原始文献、方法异同、世传印本，以及其在我

国古代印刷史上所占地位等方面进行简要述评。

　 　 一、记述两种清代印书技术的原始文献

（一）记载活字泥版印书技术的原始文献

清雍正年间，吕抚创作完成了一部名为《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的长篇

小说。 他想将其刷印行世，但因雕版刷印费用太高，无力为之，只好将书稿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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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达三十年。 某日他突发奇想，以旧有的雕刻印版和本地特有的胶泥为主

要材料，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活字泥版印书技术，并用这种技术成功刷印了自己

撰写的《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图 １）。 吕抚发明的泥版印书技术，就地取

材，造价很低。 用他的话说，就是“价甚廉而工甚省”。

图 １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书影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书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记载了自己发明的“活字泥

版”印书技术，名为“印字物件”（图 ２）。 这就为我们今天考察和了解这种印书技

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文献。

图 ２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中所附“印字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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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之后，且此书流传甚少，故鲜有人读到这篇关于活字泥版印书技术的原始

文献。 我国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把《廿一史通俗衍义》的

印制工艺鉴定为“活字泥版”。 白莉蓉在 １９９２ 年首次披露了有关吕抚发明“活字

泥版”印书技术的这篇原始文献［１，２］ ①。

（二）记载锡活字印书技术的原始文献

清代道光年间，在广东佛山地区有一位邓姓书商，为了印刷当地所需的赌博

用彩票，他以单体木活字、金属锡和泥土为原材料，成功发明出一种铸造锡活字

的印书技术，并大约在清代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至咸丰二年（１８５２）之间，成功印制

完成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名著《文献通考》等书。 他发明锡活字印书技术的一

些情况，被当时与他有交往的美国人卫三畏（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记录了下来，

并发表在英文版《中国丛报》期刊上［３］。 张秀民在其于 １９８９ 年出版的《中国印刷

史》一书中，以“锡活字　 佛山唐姓印工”为标题，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锡活字

印书技术［４］７２５⁃７２８。 今据艾俊川先生考证，此“唐”姓商人实姓“邓”，他还甄别发现

了一部久被埋没的邓氏锡活字印刷实物《陈同甫集》 ［５］。 宋平生先生则认为，天

津图书馆所藏的“三通”（《通典》 《通志》 《文献通考》）也为邓氏锡活字所印，他

还鉴定发现了清咸丰时期所刻的邓氏锡活字印本《十六国春秋》 ［６］。

今核卫三畏原文，刻工姓氏实写作“ ｔａｎｇ”，故张秀民等后来的中国学者误以

其为“唐”。 其实卫氏所用汉语的拼音与今明显不同，亦非西人后来常用之韦氏

拼音②，而是根据其自撰的拼音字典《英华韵府历阶》 ［７］。 根据此字典，“ ｔａｎｇ”应

发今“ｄｅｎｇ”音，而“唐”字音应写作“ｔ’ａｎｇ”。 故由此可知，此印工应姓“邓”而非

“唐”。

　 　 二、两种清代印书技术解析

（一）活字泥版印书技术解析

第一步，用秫米粉、水、棉花和泥土作为原料，制作出主要用于取字的材料。

具体做法如下：用水将秫米粉揉成像梅子大小的面团，再将其放入开水里煮到烂

熟，把水倒掉。 用小木槌不停地上下杵之，使其成为稀薄面糊，一直打到拉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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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多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向藏有此书的天津图书馆征集《廿一史通俗衍义》时，天津图书馆的白莉

蓉研究馆员在统计该书页数时意外地发现了上述有关“印字物件”的文献。
韦氏拼音（Ｗａｄｅ⁃Ｇｉｌｅｓ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又称威氏拼音、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是一种在英文中用

罗马字母拼写中文读音的音译系统，由威妥玛（Ｔｈｏｍａｓ Ｗａｄｅ，１８１８—１８９５）创制，翟理斯改良。 因其适于欧

美发音习惯，得到了广泛使用。 直至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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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为止；用大梳子做工具梳理弹过的新熟棉花，然后放到稀薄面糊中，搅和均匀；

取一块厚板子，在上面先撒上一层干燥的泥土，再铺上掺有均匀搅拌的新熟棉花

的稀薄面糊，用斧子持续剁上千百下，目的是把棉花纤维剁碎，达到一定硬度即

可，不能松软。 这样加工出来的材料，不软不硬，既有合力又有韧劲。

第二步，制作一个两开方铜管，用于取字。 制作方法如下：用铜片作为材料，

制成有一定长度（约 ４ 厘米）、内方外长的小铜管。 小铜管由左右两个半面组成，

可以开合（有咬口，可以扣紧），上下两端开口。 打开后装入胶泥，然后合并复原。

形成一个外面是铜管、内里充满胶泥、上下两端开口露泥的取字工具。

第三步，向他人借来木刻文字雕版。 我们知道，雕版印书的基本工艺是先雕

刻木板，再制成雕版，最后用刷子在雕版上面刷墨后覆纸印刷。 待一部书稿的印

制完成后，这套雕版会被保存起来，以备再用。 在文献中，吕抚提到“他人刻就印

板”，指的就是这些他人束之高阁的木刻雕版。 木刻雕版上都是阳文反字。

吕抚从他人手里借来木刻雕版，目的是用两开方铜管把木刻雕版上面的文

字逐一套取下来，制成字母（或称“字模” “字范”），这些泥活字的字母是阴文正

字，成为“活字泥版”的字源。 使用两开方铜管，从木刻雕版上套取文字的做法

是：手持这个装入了软泥的方形小铜管，把一端放到旧制雕版的一个单体的文字

上面，用小竹棍由上到下用力往下挤压，把旧制雕版上的一个文字压实并套取下

来。 打开方形小长铜管，把一个泥活字取出，晾干，排序，备用。 之后把套取下来

的字母按照《字汇》①收录文字的顺序分行分格排好，在木格正面写上该字，以便

查找和印制。 在木格背面写上行格和编码，以便放回原处。

第四步，以胶泥为材料制作泥板。 “将油泥打成薄薄方片”，“以泥片切齐，铺

板上”。 吕抚用熟桐油与漂洗过的细泥土进行掺和后，用斧杵上下不停地拍打，

宁可干燥些也不能湿软，一直打到其极黏腻、拉丝不断为止。 然后将这些用油和

泥加工成的材料打成薄薄的方形泥片。 把泥片切齐后，将其放到刷上了薄油的

木板上面，加工成没有文字的一块泥板。

“撮字母，以书样，逐字印之”是制作活字泥版的重要环节。 有了字母，有了

泥板，接下来就可以制作活字泥版了。 按照《廿一史通俗衍义》正文书写的文字

顺序，根据设计好的版式行格，提取需要的单体字母，在泥板画好的格式上面逐

字压印。 “每印一行，用刻字小刀割清一行，待坚燥讫，用沙纸沙平刷印”，即完成

一行，用工具清理干净一行，直至完成整块泥板的挤压印。 这个持字母挤压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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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字汇》为明代梅膺祚编。 明代至清初最为通行之字典，收字 ３３１７９ 个。 每部中的字按笔画多少

顺序排列，少者居前，多者居后。 《字汇》首创按笔画多寡排列部首和单字，便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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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把没有文字的“泥板”，变成了可以印刷的有阳文反字的“泥版”。 制成的

泥版“坚于梨枣”，即比雕版使用的梨枣木板还坚硬。

第五步，在泥版上印书。 等压有文字的泥版干燥坚硬后，再用砂纸把泥版磨

平，就可以用刷子刷墨覆纸印书了。

以上五个步骤可以概括为：阳文反字的木刻雕版→阴文正字的字母→阳文

反字的泥版→在泥版上印书。

（二）锡活字印书技术解析

第一步，雕刻单体木活字。 选用尺寸相同的木条，在其一端的顶部雕刻一个

个单体的木活字。 需要刊刻一大批这样的单体木活字，作为锡活字印刷的字源。

这些单体的木活字是阳文反字。 刻好这些木活字后，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

排列，以便取用和归还。

第二步，制作整块泥版字母。 选用当地特有的一种质地细腻的黏土做材料，

把黏土放入水中进行搅拌。 此步骤的目的是把掺杂在黏土里面的沙砾分离出

来。 之后倒出没有迅速沉淀的泥水，这些泥水经干化处理后，就得到了制作字母

的材料。 把这些黏土材料再进行加工，就可以用来按照设计好的尺寸制成泥板。

接着，用雕刻好的单体木活字在泥板上面按照行格顺序压印。 至此完成整块泥

版字母的制作。 这块压印了文字的泥版字母是阴文正字。

第三步，制作锡活字。 把经高温熔化的锡液浇入泥版字母中，一次可以浇铸

四个单字。 等到锡液冷却凝固，取出四个单字时，用黏土做成的模具会破裂成碎

片。 这些碎片可以重新进行加工，再制成泥板，用于下一次木字的压印。 这就完

成了用模具浇铸制成锡活字的过程。 锡活字是阳文反字。 这位邓姓印工利用锡

模造出了两种字体，所造锡活字的数量超过了十五万个。

锡是比较便宜的金属材料，当地又特产胶泥，非常廉价。 张秀民指出，用这

个泥版字母造字“比西洋用铜模铸字既简便，又经济。 为了节约金属材料，他所

铸锡字只有四分多高，比外国铅字短矮” ［４］７２７。

第四步，排版印书。 把铸成的锡活字按照一定方法进行组织，以便印书时寻

找和归还。 排版印书时，把锡活字一个个排列在光滑坚固的花梨木字盘内，扎紧

四边，以免印刷时活字松动。 每半页十行，中间是书口，这样就和雕版书一样，把

一页分成了左右两面。 他用这套锡活字，成功印出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名著

《文献通考》。 全书共计三百四十八卷，凡一万九千三百四十八面，订成一百二十

大册。 他还印制了其他几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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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步骤可以概况为：阳文反字的单体木活字→阴文正字的泥模→阳

文反字的锡活字→在锡活字印版上印书。

　 　 三、两种清代印书技术之比较

（一）两种印书技术的相同之处

两种印书技术的基本要素相同，均由字源、字母和印版组成。

首先，活字泥版的字源是木刻雕版。 木刻雕版是找别人借用的，用完后物归

原主。 至于利用的木刻雕版是一种抑或多种，尚有待今后继续考察。 锡活字印

版的字源是木活字。 要先刻一套木活字。 邓姓印工为此花费了一万多美元，大

部分费用或许就用在了雕刻木活字上面。

经目验原本，我们发现，相同印本上的同一文字，几乎完全一样。 据此我们

可以做如下推断：“活字泥版”在用小方铜管从一块雕版上取字时，对一个相同的

字，可以多次套取，取下来的字则完全相同。 “锡活字”印版是用一个木活字在一

块泥板上，对一个相同的字多次压印，取下来的这个字也完全相同。 例如，“锡活

字”印本书影中的“之”字。 这正是两种取字工艺的绝妙之处。 其取字成本之低，

超乎想象，真是不能再低了。

其次，活字泥版的字母是单体泥活字。 加工一个十分简易的小方铜管，内充

胶泥当作取字的材料和工具，从借来的木刻雕版上面逐一套取单体文字，就能获

得印书所需要的泥活字。 这种泥活字是阴文正字，不能直接用来排版印书，所以

称之为字母。

锡活字印版的字母是整块泥版。 先以当地自产的胶泥作为材料，经过加工

后，制成可以使用的泥板。 再根据书稿的文字内容，选用对应木活字，逐字挤压

在泥板上。 有了文字的泥版，也就成了字母。 这个字母是阴文正字。

第三，泥活字的印版是泥版。 制作这个泥版需要付出很多心思和精细加工，

如用各种工具对单体文字进行修整，对整块印版进行修版。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

刷印标准。 持字母挤压印实现了用两开方铜管为工具把雕版上的文字搬运到泥

板上。 也就是说，把没有文字的“泥板”，变成了可以印刷的有文字的“泥版”。

锡活字的印版是把单体锡活字经逐字排版而成。 锡活字印版制作的奇巧之

处在于使用一个木活字，经过中间环节的泥模浇铸后，竟然化身为大量相同的锡

活字。 检持排版，用来印书，确实具有独到之处。

（二）两种印书技术的相异之处

首先，选用的材料不同。 创制“活字泥版”用的主要材料是胶泥。 创制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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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取字的方法不同。 创制“活字泥版”时，是从木刻雕版上用充有胶泥的

小方铜管把字套取下来，使其转变成一个个单体的泥活字。 创制锡活字时，取字

方法是先刻成一个个单体的木活字，经过锡液浇铸，使其变成一个个单体的锡

活字。

第三，印版种类不同。 一个是活字泥版，就是用泥字母逐一挤压在泥片上而

制成印版；一个是把制成的一个个单体的锡活字排成印版。

　 　 四、利用两种印书技术印制的古籍传本

（一）利用活字泥版印制的古籍

据我们考察，到目前所知，可确认为利用活字泥版印制的古籍，只有《精订纲

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一书。 此书二十六卷四十四回。 清吕抚撰，清雍正年间新昌

吕抚正气堂活字泥版印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 此书世传二部，分别

收藏在天津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了天津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活字泥版印

本”《廿一史通俗衍义》。 《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和《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藏古籍珍品鉴赏定级图录》著录。

《廿一史通俗衍义》是吕抚自己撰写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 吕抚少年时喜读

史书，但时常苦于书中词义深奥，不能晓畅，于是发奋，想对古今事迹进行文学加

工，撰写一部通俗演义小说，以便于观者。 遂购求《开辟演义》《盘古志》《夏禹王

治水传》《列国志》《西汉传》《东汉传》《三国志》 《两晋传》 《南北史》 《艳史》 《隋

唐演义》《唐传》《残唐传》《北宋志》《南宋志》《岳王传》《辽金元外史》《英烈传》

及《新世弘勋》等书，严加删辑，去其诬讹，补其漏遗，使事必从实。 凡越十寒暑而

成。 每回之后，附以断语。 《廿一史通俗衍义》共计二百四十二卷六百八十五回，

这部厚重的大书，堪称洋洋为今古一大观。

（二）利用锡活字印制的古籍

在美国人卫三畏提供的英文文献中，只提到这位邓姓印工用自己制成的锡

活字印成元代马端临著的《文献通考》一种，虽然提到他还印制了其他几部书，但

没有列出具体的书名。

笔者留意于此，经多方寻觅，终于找到了几种由这位邓姓印工印制的书，包

括《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十六国春秋》及《陈同甫集》。 兹作介绍如下：

其一，《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清咸丰年间广东佛山邓氏锡活字印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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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天津图书馆收藏。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著录，

入史部政书类。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记载了上古至唐代

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 今本《通典》共二百卷，分为九门，食货居首，次选

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 每门之下又各分子目。 本书贯通历代史

志，独创专门的典章制度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重要地位。 四库馆臣称：是

书精核，“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为蓝本”（图 ３）。

其二，《通志》二百卷，宋郑樵撰，清咸丰年间广东佛山邓氏锡活字印本。 十

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天津图书馆收藏。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著录，入

史部别史类。 《通志》因是一部个人撰写的纪传体中国通史，故入史部别史类。

全书二百卷，有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

十五卷。 馆臣称，郑樵“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菁华，唯在二十略而已。 一曰氏

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郡，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

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

六曰校雠，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 馆臣称是

书采摭浩博，议论精辟，“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图 ４）。

其三，《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清咸丰年间广东佛山邓氏锡

活字印本。 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天津图书馆收藏。 《四库全书总目》

卷八十一著录，入史部政书类。 《文献通考》是一部记载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书。

共三百四十八卷。 自序称：“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

儒之议论，谓之‘献’。 故名曰《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

沿革。 全书分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

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祀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

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及四裔考，共计二十四门（图 ５）。

其四，《陈同甫集》（一名《龙川文集》）三十卷，宋陈亮撰，清咸丰年间广东佛

山邓氏锡活字印本。 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天津图书馆及广东省图书

馆等多家收藏。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清初岭南寿经堂木活字印本、清道光间

木活字印本及清木活字印本，或许都是这位邓姓印工用锡活字印的书。 若此我

们依据这部《总目》的著录，知道有七家图书馆收藏此本。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

学者称其为龙川先生。 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四库全

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二集部别集类十五著录。 称：“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

为多。”“叶适序谓亮集凡四十卷。 今是集仅存三十卷，盖流传既久，已多佚阙，非

复当时之旧帙。 以世所行者只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于录焉。”（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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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其五，《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北魏崔鸿撰。 清咸丰年间广东佛山邓氏锡活字

印本。 十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 广东省阳江市图书馆收藏足本，天津图书

馆收藏一部残本。 《中国古籍总目》没有著录。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史部

载记类著录，称是书“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览》犹引之。 《崇文总目》始佚其名，

晁、陈诸家书目亦皆不载，是亡于北宋也。 万历以后，此本忽出，莫知其所自来。

证以《艺文类聚》诸书所引，一一相同，遂行于世”，“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

考十六国之事者，固宜以是编为总汇焉”（图 ７）。

图 ３　 《通典》书影 图 ４　 《通志》书影 图 ５　 《文献通考》书影

图 ６　 《陈同甫集》书影 图 ７　 《十六国春秋》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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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列举的五种锡活字印本中，我们可以再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

从传本存佚情况来看：这套由《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合成的锡活字印

本“三通”，不见《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足以证明这套锡活字印本“三通”传本之

稀。 目前所知，仅天津图书馆收藏一套足本。 据云民间还藏一套“三通”足本。

《十六国春秋》，其锡活字印本十分稀见。 目前仅知广东省阳江市图书馆收藏一

部足本，天津图书馆收藏一部残本。 《陈同甫集》，其锡活字印本，目前所知有七

家图书馆收藏，也是少见。

从印本行款格式来看：在以上列举的五种锡活字印本中，前四种的行款格式

均为十行二十一字，唯独最后一种《十六国春秋》，其行款格式是十行十八字。 这

位邓姓印工不用相同行款格式印书，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从印本使用字体来看：五种锡活字印本均使用同一种字体刷印。 我们以本

文提供的五种锡活字印本书影为据，从正文中使用较多的“之”字来看，其笔画风

格，完全相同。

　 　 五、两种印书技术的价值

１．两种印书技术都运用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

制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印书技术。

２．两种印书技术都十分经济，就地取材，通过巧妙构思，制成简单工具，完成

印版的制作，充分体现了先贤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精神。

３．李致忠先生鉴定《廿一史通俗衍义》乃唯一一部活字泥版印版。 张秀民先

生称赞锡活字印本《文献通考》是“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锡活字印本”。 传本证

明，这是两种可行的印书技术。

４．两种印书技术和传本的存在，为宋代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书法，间接地

提供了两个佐证，说明宋代毕昇胶泥活字印刷法是可以用来印书的。

５．两种印书技术在中国古代发明的印刷技术当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鸣谢：对清代发明的这两种特殊印书工艺进行比较分析，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情。 去年，从韩琦先生手里得到了英文版《中国丛报》期刊有关本文内容的电子版，

天津图书馆江山先生负责英文版文献翻译工作，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顾钢教

授审校翻译文字并对本文进行润色，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林锐先生提供了两种锡

活字印本书影，姚伯岳先生提供了几种参考文献的线索，凌一鸣先生做了相应的修

改完善工作。 斯稿之成，得到上述诸君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李国庆，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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