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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泽锋

内容提要 1925 年，美国汉学家卡特所著《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是世界范围内

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印刷术历史及其传播、影响的研究专著。该著初版出版至今，英

文原著版本和译本版本共有 9 个，各个版本的修订及各语种译本均由学界有影响力的

学者操刀。当前的传统版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版本内部，较少注意版本生成与社会文

化方面的关系，为此，论文考察该书的著述及出版过程，勾勒还原印刷术发明地位话

语确权前后的人物关系图谱，比较版本递修流变得失，分析原著多个版本印刷特征。
这一过程是从学术场建构到社会文化符号的建立。印刷术是文本对象也是建构工具，

版本嬗变体现出强大的文化动力。

关键词 卡特 《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 版本研究 文明符号 文化动力

1925 年 6 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卡特 ( 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 － 1925) 的 《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 (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①。该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印刷术发明及传播的著作，对中
国印刷史研究、印刷术发明国地位在世界范围的确立和广泛认可具有基础性意义。
卡特撰著时，将造纸和制墨作为印刷术发明的要素来论述，分四编论述了中国印刷
术的发明背景、发明时间、西传路径，探讨了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活字印刷与欧洲活
字印刷的关系。该书学术观点影响了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印刷术的认知，国际联盟
的文化委员会把卡特著作列为 1925 年度对世界文化最有贡献的 50 部图书之一。他
的观点和著作内容甚至被编入美国教育亚洲研究委员会指定的教科书 《中国物品西
入考》 ( China's Gifts to the West ) ，该 教 科 书 由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卜 德 ( Derk
Bodde) 教授编写。卡特著作同时还是钱存训、胡道静、张秀民等知名学者研究中国
印刷史的起点，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国发明印刷术及影响欧洲这一结论的得出，不是卡特自说自话、独自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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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避免文章中涉及卡特著作中文书名时有不一致的表述情况，除引用的原文和页下注外，文中的书名均用《中国印刷

术发明及其西传》。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在写作 过 程 中，他 走 访 欧 美 多 位 汉 学 家，请 教 细 节，研 商 论 断，得 到 了 夏 德
( Friedrich Hirth) 、伯希和 ( Paul Pelliot) 等多位西方主流东方学者提供物证、校核
文章等支撑。著作 1925 年初版面世不久，卡特不幸辞世。1930 年，初版著作售罄
时，在卡特夫人达格妮 ( Dagny Carter) ① 推动下，劳费尔 ( B. Laufer) 帮助并参与修
订了 1931 年修订版 ( 以下简称: “1931 年版”) 著作。汉学家富路特 ( L. Carrington
Goodrich) 则根据初版以来新发现的材料，主持修订了 1955 年增订版 ( 以下简称:

“1955 年版”) 卡特著作②。1926 年 1 月，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桑原
骘藏在 《史林》发表长文 《卡特氏著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评介卡特著作，这篇
文章发表时间距卡特著作初版出书不到半年，是笔者目力所及最早一篇涉及全著内
容的评论。1926 年 10 月， 《学衡》杂志第 58 期发表了史学家张荫麟翻译戴闻达
( J. J. L. Duyvendak) 对卡特著作的英文概述 《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一文，此为卡
特著作大篇幅文字内容在中国传播的序幕。③ 近年来，随着汉学研究、印刷文化传播
等学术交流活动，对卡特著作的评价文章和学术研究一直葆有热度， 《汉学研究》
( 2015 年 11 月) 、《当代比较文学》 ( 2019 年 11 月) 和 《国际出版周报》 ( 2022 年

12 月第 314 期、2023 年 2 月第 318 期) 等都有专文对卡特著作进行评价。
本文从卡特著作个案出发，解析其著作出版传播与中国印刷术世界性地位和价

值确立的互动关系历程，笔者认为对中华文明传播和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富有参考
意义。对于思考和落实习近平 “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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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婚后随夫姓，其生卒未考。但其经历从卡特著作 1931 年版和 1955 年版、达格妮著《中国瑰宝: 中国五千年艺术史》
( China Magnificent: A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Art) 的序言、1935 年 8 月出版的《天下》月刊创刊号书评、
郭杰 伟 ( Jeffrey W. Cody ) 著《中 国 建 筑: 亨 利 墨 菲 的“适 应 性 建 筑 学”1914 － 1935》 (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Adaptive Architecture”1914 －1935) 、程熙旭文《首部英文本中国印刷史之汉译考》等著作和文章描述中可见

些端倪。其经历经爬梳文献可见一斑，1910 年，达格妮和卡特结婚，婚后到中国一直陪着卡特传教和对中国艺术史的研

究。1924 年，同卡特回到美国。1925 年 6 月，协助卡特完成卡特著作并出版。1930 年 6 月，达格妮和著名建筑师亨利·
墨菲在美国结婚。1931 年 3 月，在纽约完成了 1931 年版关于卡特生平介绍，落款时在她名字后面加了亨利·墨菲的姓氏

( D. C. M 即 Dagny Carter Murphy) ，随后再次来到中国。1931 － 1932 年，在金陵大学 ( 注: 1952 年后为南京大学) 授课。
1934 年 6 月，达格妮在北平撰写完成《中国瑰宝: 中国五千年艺术史》序言，并在此书出版时用名“Dagny Carter”对

卡特表示怀念。1935 年前离开中国 ( 注: 达格妮离开中国的时间是根据 2019 年 7 月西泠印社拍卖会上，拍卖一件达格

妮旧藏商晚期的青铜兽面纹觚时介绍该青铜器的离境时间计算，因为该文物藏递有序，时间上为 1935 年前离境，但未

精确到具体年月。另据郭杰伟在《中国建筑: 亨利墨菲的“适应性建筑学”1914 － 1935》提到亨利·墨菲 1935 年离开

中国之前的两年里过着单身但也绝非隐居的生活，这说明达格妮在 1933 年左右就离开了亨利·墨菲，达格妮离开中国

前曾在北平、四川等地收购过中国的青铜器) 。1935 年，《中国瑰宝: 中国五千年艺术史》一书在美国出版，此时名字

后面已经没有用“M”。1936 年 1 月，《中国瑰宝: 中国五千年艺术史》一书第 2 次印刷，在书中达格妮对去世的卡特

表示了怀念和感激“To the memory of THOMAS FＲANCIS CAＲTEＲ in grateful devotion”。1948 年，达格妮署名“Dagny
Carter”出版了《四千年中国艺术》 ( 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a's Art) ，1951 年再版。1957 年，达格妮署名“Dagny
Carter”出版了《野兽的象征: 欧亚大陆的动物风格艺术》 ( The Symbol of the Beast: The Animal-style Art of Eurasia) 。
1955 年版版权页和封面标注“SECOND EDITION”，富路特认为 1955 年版的修订是以前两部书为基础所作的第 2 次修

订。但根据版本内容修订的实际情况，并参考了《中国出版百科全书》 ( 书海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40、
374 页) 对修订本、增订本、版次、印次的定义，1995 年版实为英文原著第三个版本。
《学衡》第 58 期系笔者目力所及介绍卡特著作最早的中文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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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① 的要求，尤其是
习近平2023 年 6 月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强调的: “我十分关心中华文明历经沧桑
流传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典籍版本”，“在做好主业的前提下，协助各方面做好历史典
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强调的 “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
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
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②。本文也是一个版本文化视角下的维度。

一、卡特的写作背景与学术 “朋友圈”

卡特把中国印刷史作为研究对象并撰著，与其家庭背景、学习环境和工作经历
有很大关系，更与其严谨、认真、乐观的生活态度有关。他生长在一个富有浓厚文
化氛围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派到中国传教时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因
为中国文化的魅力而结束传教，在其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撰写完成了第一部系统
性介绍中国印刷术发明和传播的著作。

( 一) 短暂而精彩的一生

卡特全名为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名字曾译为卡脱氏、卡忒、加特、嘉德、
卡德、贾德等③，美国学者和传教士。1882 年，卡特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不恩顿
( New Jersey Boonton) 。1904 年，卡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 Princeton University) ，

获学士学位。1906 年，卡特进入纽约的奥本神学院 ( 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

学习，同年到中国游学。在游学期间，他原计划从南京到安徽怀远，因尚未通火车，

在南京与同伴分道后跟随一群木匠长途跋涉到达怀远，并在当地向老师学习了三个
月汉语。卡特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返回美国后，已能用中文跟中国老师通信。
1910 年，卡特从神学院毕业，成为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同年，他与传教士奥勒森
( Ｒev. Ole Olsen) 的女儿达格妮·奥勒森 ( Dagny Olsen) 结婚。

卡特婚后携夫人达格妮来到中国安徽宿州传教长达 12 年。卡特在宿州传教时一般
用中文“贾德”译名。1922 年，卡特放弃传教工作转而全身心投入对中国文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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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3 页。
新华网: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23 年 6 月，

http: / /www. news. cn /politics / leaders /2023 － 06 /02 /c_ 1129666321. htm，2023 年 6 月 2 日。
较为常见的有“卡特”和“贾德”。“卡特”为当前学界常用的译名，“贾德”译名从目前安徽宿州的很多宣传材料

中、从一般传教士所用译名较为常见。第一次卡特译名“卡脱氏”出自 1926 年《学衡》 ( 第 58 期) 张荫麟译文《中

国印刷术发明述略》; “卡德”译名见于 193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麟生译本《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卡特”译名可

见较早出自《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 第三卷第四期，1928 年 2 月 29 日，第 29 页) 中《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要目预告》“《高丽之活字印刷术》卡特原著向达译”，但这一期《图书馆学季刊》 ( 1928 年 3 月) 上标注为“《高丽

之活字印刷术》加特原著向达译”; “贾德”译名见于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宿州市文史资料》 ( 第七辑) ，

系卡特在中国传教时所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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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他离开中国后，到欧洲游历近一年，遍访多个学术中心，与欧洲学者多有交往，

在确定研究方向后，搜求了不少关于中国印刷术发明的新材料。1923 年，哥伦比亚大
学中国文化系邀卡特讲学，他即从欧洲返回美国。1924 年，卡特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文化系任教。1925 年春，卡特以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
位。同年 6 月，英文初版《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
书付印之时，卡特得了严重的疟疾。8 月 6 日，卡特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年仅 43 岁。

( 二) 文化背景或成为研究印刷史的动因

卡特个人事迹及家族情况在以往文章中很少提到，可能与资料不足有关。为了
了解卡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讨论他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起点问题，本文搜集卡特原
著 1925 年版、1931 年版和 1955 年版，卡特夫人回忆文章及相关记载等，梳理后大
致钩沉卡特文化背景如下。

从家族历史看，卡特家族有印刷出版的渊源。卡特的家乡在美国新泽西州，祖
父是知名出版商人，父亲是牧师，1847 年与卡特母亲多德 ( Hettie Dodd) 结婚，婚
后生四子，卡特排行老三。卡特母亲出生在土耳其，高门大族，具有语言天赋，10
岁前就懂 4 种语言，毕业于美国霍利约克山学院 ( Mount Holyoke College) 。卡特的舅
舅是博士，经常从土耳其给他们一家寄送书籍，家信中每每谈及当地文化遗产的壮阔
宏伟，给年少的卡特带来对远方的向往，培养了一种世界眼光和文化心态。这给他后
来由衷爱慕中国文化，并以欣赏、公允的眼光研究中国印刷史，种下一粒种子。

从来华经历看，卡特在传教工作中触发了中国文化研究兴趣。1906 年，卡特第
一次来华就和美国在华传教活动有关。当时，卡特到中国游学的目的地是安徽怀远。
卡特为什么要去偏僻的怀远，在 1925 年和 1931 年两版书中均无介绍，1955 年再版
时卡特夫人提到是为了拜访两位在中国传教的表兄弟①。卡特在第一次中国之旅选择
怀远不是无意的，在南京与大学同学及另外两个同伴分道后就开始去怀远，到怀远
应还算访亲。1910 年，卡特第二次来华，是受美国长老会派遣到安徽宿州传教。宿
州市的文史资料记载: 卡特参与创办了启秀小学、含美小学、含英小学、含宏小学，

并在濉溪口的启秀小学教授英语②。期间最大的副业则是 “研究中国史”③，他研究
中国史倚重图书资料并喜欢和中国学者交流。1921 年，卡特在去往山东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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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美国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料以及怀远县人民政府公开资料，早在 1903 年，美国长老会的牧师柯德义等就到怀远传

教。这一时期前后到怀远传教的传教士和家属中，还有牧师罗本斯丁及其夫人 ( Ｒev. and Mrs. Edwin C. Lobenstine) 、
医生塞缪尔·柯克伦及其夫人 ( Dr. and Mrs. Samuel Cochran) 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罗斯 ( Ｒose) 与玛格丽特 ( Marga-
ret) 、牧师詹姆斯·柯克伦及其夫人 ( Ｒev. and Mrs. James B. Cochran) 及两个孩子，南希 ( Nancy) 和威廉姆斯 ( Wil-
liams) 、牧师莫里斯 ( Ｒev. Du Bois S. Morris) 和罗本斯汀小姐 ( Miss Ｒose Lobenstine) 等。这些人中超过半数的人来

自美国新泽西州，其中柯克伦氏与卡特系表兄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宿州市文史资料》第七辑，1997 年，第 62 － 66 页。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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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了英国人乐民乐 ( W. J. Clennell) ① 所著 《中国宗教发展史》，大受触动。乐民
乐在书中指出，中国人发明了印刷书籍、纸币和流通票据、玻璃镜片、棉花、指南
针、煤、火药、纸牌等，在宋元时期传到欧洲后进行了改良，这些是构成西方生活
的物质和基础。因为有印刷术的发明，从被发明以来应用到图书生产上经历 950 年
左右，直到宋朝大量印刷书籍，这些书籍记录了历史，成为现代制度著作的底本。②

这本书激发了他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与东西文化传播的最初兴趣。也许是早就注
定，正如卡特在著作开篇所写: “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
众教育成为可能。”③ 卡特在华的主要工作是传教，办学校是其传教的有效途径之一，

不管是直接传教还是通过创办学校而达到传教目的，这些都与印刷密切相关。由于
清中晚期开始禁教，传教士们开始以印刷宗教书籍和小册子来代替宣讲布道的方式
传教，由此带来近代印刷业兴起并成为传教的最大副产品。1807 年，第一位来华的
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 Ｒobert Morrison) 写道: “图书的效能是沉默但强有力的”，而且
“中国人是读书的民族”，因此马礼逊认为印刷几乎是在中国传教唯一能运用的利器。
在这一点上，卡特一定有切身感受。而且，卡特在安徽所办教会学校所使用教材多
数来自美华书馆，美华书馆是美国长老会在华创办的中文印刷出版机构，存续 71
年，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西式印刷机构和中文活字生产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我们有理由推测，卡特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与他的文化背景有重要关系。
( 三) 写作中的学术共同体

1922 年夏，卡特结束传教，将重心放在中国文化研究和写作上。他携夫人回美

国途中先到汉学研究重镇欧洲度假旅行，从后来会晤的人群来看，也有讨论学问的
意图。这个意图在会见第一个朋友时更加明确了，并且成为欧洲之行的主要内容。
第一站，他在德国慕尼黑与汉学家夏德见面。夏德曾在中国海关任职 27 年，写过 20
多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还是首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系主任。夏德对中
国的熟悉程度和学界地位在当时都首屈一指。卡特在还未决定具体写 “四大发明”
中哪一部分时，他向夏德征求了写作主题的意见，经过两人深入讨论，最后意识到:

“纸的发明是中国人赠予西方人的礼物，这已是不容争论的史实。火药和罗盘针的起
源，固然也常听说归功于中国，但仍有朦昧不明之处，若要获得确定的结论，尚需
各国的学者们作长期间的努力。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的真象，则需要一
精通所必需的语文，且具有耐心的学者，综合研究中国史料，并参证考古学家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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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乐民乐的中文译名见于《福建地方志·外事志》，译名又见克伦涅尔 ( 1938 年刘麟生译本) 。1914 年，乐民乐在英国

驻济南总领事馆担任总领事。1922 年 － 1925 年，在福建任英国驻闽总领馆总领事 ( 《福建地方志·外事志》，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7 页) 。
W. J. Clennell，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Ｒeligion in China，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1917，pp. 130 －131、166 －167.
〔美〕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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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发掘物，作一完整的论述。”① 卡特由此确定以中国印刷史为写作对象。夏德在
1885 年撰写的 《大秦国全录》中对中国发明的造纸术通过贸易方式向西方传播作过
考证，可以说，夏德为卡特撰著所涉及造纸术的章节指出了研究方向，并建议卡特
留在当地搜寻写作材料，他是卡特写作过程中提供学术支持的第一个重要人物。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伯希和。卡特在著作的扉页上郑重写下献给伯希和 ( To PAUL
PELLIOT) ，对伯希和为该书提供案例、修改原稿以使其更准确表示感谢。伯希和主要
起了两方面作用: 其一是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其构成卡特在中国印刷术问题上立论
的基础。比如，据达格妮回忆，卡特在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这个问题上，一直以来只
有文献材料但苦于没有实物佐证，伯希和轻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在敦煌找到的回
鹘文木活字向卡特展示，达格妮记录了伯希和为卡特展示回鹘文木活字的场景，“伯氏
乃顺手从书桌的抽屉中取出一个小盒子说: ‘如果你如对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有兴趣，这
些我在敦煌一个石窟的地上所发现的雕制的活字模，你也会感到兴趣的。据我的研究，

这些活字模的时代，当在谷腾堡的发明之前’”②。伯希和以 “二重证据”完美地证明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是世界起源地位。除了提供考古实物，伯希和的研究能力也给卡
特帮了许多忙，书中不少地方的断代都采用了伯希和的结论。其二是指导了写作框架
并审核初稿。卡特说: “他 ( 伯希和) 曾经细心逐章读过著者的初稿，逐渐引导著者
在研究中国文化中采取更明白正确的方法，对稿件的每一页，几乎都提出了意见和修
正，经著者推敲以后接受，并广泛地表示他的历史理解的丰富知识。”③ 言语中固然有
客气的成份，但是大的方面情况应该如此。卡特撰著过程与伯希和进行深入交流并
得到指导，著作中对印刷术发明时间、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表述和印刷术的世界传播
等学术研究考证，既有深入研究也有公允讨论。西方学术著作出版非常注重同行评
议，有汉学研究领军地位的伯希和帮助校订，对著作顺利出版和传播亦有助力。

由于印刷术研究的学科交叉属性，涉及面特别广，造纸、古文献、世界历史等都
有涉及。卡特写作中联系的学者群体不限于中国文史专家，还广泛请教了纸张专家、
考古学家、阿拉伯和朝鲜等地区专门研究者，等等。比如，当时卡特为了弄清纸的一
个问题请教捷克的纸张专家格罗曼 ( A. Grohmann) ，追着他跑了三个国家，最终在维
也纳博物馆与其见面，斯坦因 ( Aurel Stein) 两次从中国带回的古纸及从埃及所取得
的纸张都在这里完成分析，证明不管是以植物纤维为主要材料的棉纸 ( cotton paper)
还是盛行于欧洲以破布为主要材料的褴褛纸 ( rag paper) ，都以中国为最早。卡特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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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胡志伟译，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3 页。
〔美〕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胡志伟译，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5 页。另，根据钱存训

撰著《纸和印刷》 ( 参见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 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印刷〉)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 页) 时，对这些活字的去向作了说明“据富路德博士 ( Dr. Goodrich) 说，伯希和夫人 ( Mme Pelliot) 和她的

律师在伯希和去世几年以后通知他，这些古维吾尔文活字已经找不到了”。
〔美〕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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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及 20 余位给予写作帮助的专家，几乎罗致相关当代能见名家，包括瑞典考古学家
斯文·赫定 ( Sven Hedin) 、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 Albert von Le Coq) 、
英国汉学家亚瑟·伟利 ( Arthur Waley) 、北京大学教授许地山，还有英德美多国博物
馆相关部门主持者。从中可以看出，卡特的学术 “朋友圈”非常强大，这部著作的写
作过程汇集了欧美汉学研究的精华，形成了一个意见交换比较充分的学术场，从而使
中国印刷术研究成为共同关注的一个点。这个学术场在卡特著作出版后又通过评论、
参与版本修订持续发力，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正面意义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从出版历程看版本变革中的文化动力

卡特著作初版的出版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足够重视，不管是从图书设计、
印刷到发行的每一个环节，加上卡特著作所呈现的关于中国印刷术发明及传播的相
关内容，这对该著在 1925 年被评为对世界最有贡献的图书是有帮助的。卡特去世
后，在其夫人的推动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了 1931 年版图书，为使著作
更加有利于推广和传播，其夫人推动了 1955 年版图书由商业出版机构罗纳德出版公
司 ( The Ｒonald Press Company) 出版。卡特著作版本的变化和世界主流学者对著作
的评价，推动了学界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热度。

( 一) 版本特征与形式意义

《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第一个英文版本 1925 年 6 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社正式推出。这个时间点和卡特离世很接近，笔者经眼过一本卡特亲笔签名赠送给
同事伊朗系教授亚伯拉罕·杰克逊 ( A. V. Williams Jackson) 的初版书，可见作者生
前看到了成书并为好友签名赠书。1931 年版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55 年
版则转由商业出版机构罗纳德出版公司出版。以下，通过三个英文原著版本印刷、
装帧及用纸等特征分析，可以看出该书的出版定位及其丰富内涵。

1. 图书用纸讲究契合书中关于造纸的内容

1925 年版是典型的西文图书毛边本，纸张系带水印的手工木浆纸，纸张水印图
案为艺术字体，文字字样为 “DC＊＊”，文字前两个字母清晰可辨，后面两个字母为
“M”或者“N”，组合可为“DCMN”或“DCNM”或 “DCMM”，纸张尺寸为 23. 5*
17. 8 厘米。1925 年版著作所选择用纸及水印，笔者经过研究并综合业内造纸专家意
见，初版印刷所用纸张是讲究并有其用意的。1931 年版同 1925 年版毛边本，使用机
制纸，纸张尺寸略小，为 22. 4 × 15. 7 厘米。1955 年版开本和幅面与前两版均不同，

使用常规切边的机制纸，纸张尺寸为 22. 8 × 15. 3 厘米①，除胶印页面外的多数页面
均带有出版商标识 “Saturn Book”字样水印。从 1925 年版纸张水印看，属于哥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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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未裁边的毛边本纸张尺寸大小不一，长度计算取值上应为 ± 2 毫米，这样表述会相对准确一些; 切边的机制纸的尺寸

则相对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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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此书专门定制的手工纸①。笔者通过纸张水印比对和纸张拼版还
原，可以看出此手工纸张为木浆纸，采用 60 － 70 目铜网抄纸，铜网平织，所采用铜
网的尺寸长度应该在约 130 ± 8 厘米，宽约 70 ± 8 厘米②。1955 年版图书所带水印是
罗纳德出版公司为其出版的图书所通用的机制纸。

2. 印刷工艺独特凸显图书关于印刷的主题

图书封面印刷的情况为: 1925 年版精装本封面图像采用了压凹凸技术③，图像
为释迦牟尼佛的造像，用压凹凸技术来体现印刷术起源的 “捺印”特征。从封面佛
像线条纹理的清晰度、压印图像地方位置、压印时所用的压力看，20 世纪 20 年代初
期的压凹凸技术已经非常成熟。1931 年版图书书脊上的书名、作者名字、出版社名
称、花边、图像均采用烫金，1931 年版把 1925 年版采用压凹凸技术表现的释迦牟尼
佛造像图像则放在书脊，用此来体现印刷术起源的技术特征。1955 年版图书书脊上
的书名、作者名字、出版社名称、花边采用烫金，书脊除版次信息外无图像。1925
年初版版权页标注活字印刷 “Printed from type”，从初版著作英文字母和少部分中文
铅活字印刷时的压力看，压力相对均匀，凹凸痕迹不太明显④，该图书从印刷工艺上
比较容易与胶印工艺混淆。把 1925 年版与 1931 年版作比对，就比较容易看出 1931
年版采用了照相制版技术转胶印，从 1931 年版图书图文排版和印刷字体痕迹，尤其
第 12 页和第 274 页新增部分的印刷用墨痕迹同非新增部分，此可以看出印刷时制作
了文字胶片⑤。笔者经眼一本 1941 年在中国重印版本的英文著作，英文书名及内容
同原著初版、封面中文书名则改为 《中国印刷发明史》，亦是使用照相制版转胶印技
术。1955 年版因为增加了自初版以来近 30 年新发现的资料，成书时则重新排版，从
1955 年版文字内容表面的凹凸痕迹看，采用铅排工艺印刷。

3. 装帧工艺精美利于观感便于阅读

1925 年版和 1931 年版是典型西文图书的毛边本，书顶平齐，书口和书根毛边;

282 个页码 ( 不含扉页和衬页) ; 封面硬壳、书槽和出边切线皆为布面裹封; 圆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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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未有足够资料来支撑论证此个性化定制到底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创意还是卡特和夫人的想法，正常逻辑来说应该

是卡特和出版社共同商量的结果，通过后面 2 个版次都没有再使用手工纸推断，此初版采用手工纸和独特的印刷工艺

应是卡特的意见。此外，经过比对同一时期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图书，美国籍教授葛尔浦 ( Daniel
Harriason Kulp) 著作《华南乡村生活调查》 (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硬壳精装毛边本，印刷工艺、装帧形式和印

刷用纸均没有使用特殊工艺或者凸显出个性化。另，根据研究纸张水印的学者盛葳意见，此水印标识也存在是造纸商

标识的可能性。
用纸张拼版来还原裁切纸张前的手工纸张大小和铜网大小时，已经考虑到裁纸时需要裁边，裁边的两端各按裁两指宽

度 4 厘米左右计算，插页中压入图书的页面尺寸同全书，未压入部分的 7 个页面除第一个页面比正常图书页面尺寸小

于 3 厘米左右，余下页面略小于正常图书纸张尺寸 1 厘米左右。
从技术上讲，有三种压凹凸的技术可以实现书中释迦牟尼佛图像的立体效果和凹痕。先制凸版翻凹型; 先制凹版翻凸

型; 也可直接用凸型版压。
此为活字排版打纸型，用纸型浇铅版，这样印刷的图书凹凸痕迹不明显，这一个时期出版社一般用此方法批量印刷图书。
文字胶片的制作方法一般有四种: 照相排字法、活字照相法、文字打样法和打样照相法，从墨迹来看这四种方法均可

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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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且书名烫金; 内有 1 幅彩印折叠插页和 1 幅单色印刷折叠插页①，插页内容为编年
体形式体现出纸张和印刷术起源发展脉络世界各地比较情况的彩图，单色印刷的页
面内容为纸张传入欧洲的路线图; 书中 40 幅插图使用胶版纸印刷。1955 年版图书则
没插页，但用 6 个页面的篇幅来展示前两版图书彩色插页内容。

1925 年初版本是典型的西式书籍，其装帧风格、规范和中国传统图书不一样，同一
时期的出版物中，如此个性化的印刷、用纸和图书装帧工艺都是这本书的特色。1925 年 1
月至 11 月，美国总共出版了6278 种图书②。但是图书的出版成本费用较于 1914 年 “一
战”前却增加不少。根据《1925 年美国出版物之统计》里美国印刷公会一组 1925 年
和 1914 年的比较数据，“排印费增加 78%……纸料 79%，印工 186%，装订 18%，平
均增加 91% ; 而书籍零售价目只增 55%，故印书者所得之利，较战前尤少，然事业仍
日渐发达者，所印行之书籍虽少，而售出的量数加多也”③。1925 年，哥伦比亚大学出
版社在图书出版成本高企的情况下，仍在卡特著作初版图书印刷工艺、纸张选用上做
得如此讲究，定位应该是面向精英阶层。该版本采用捺印、纸张水印、毛边等工艺，

在形式上整合东西方印刷文化传统，既呼应了内容主题，也赋予其更多的版本价值。
( 二) 评论与版本的互文

按照布迪厄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
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④。前文所述卡特成书过程中有众多学术同行参与其中，出
版后又衍生出多篇有份量的评论文本，而后吸收扬弃出现了另外两个版本，这种关
系的互相缠绕已在中国印刷术问题上形成一个学术场，场内话语力量推动着这个议
题逐渐主流化。这个过程中，评论与版本互文呈现，推动着版本的变革迭代。

桑原骘藏评介卡特著作文章 《卡特氏著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开篇就提出印
刷术的发明起源于中国这一事实没有争议。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境内发现最早有明
确纪年的印刷品是斯坦因从敦煌弄走的 868 年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日本境内发现
最早的印刷品是公元 764 年到 770 年间刻印的 《百万塔陀罗尼经》，此经刻印时间要
早于敦煌所发现的经卷，由于历史上中日往来频密，日本学者并没有因此质疑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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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925 年版彩色插页由大小 7 个页面组成一彩图，外加 1 页折返页面共 8 个折叠页面，8 个页面为一整张手工纸，8 个页

面中有 7 个页面带有水印，可见的彩印插页中 7 个页面和折返的 1 个页面连接处采用缝纫机锁线。1931 年版彩色插页

由大小 8 个页面组成一彩图，无折返页面，8 个页面为一整张机制木浆纸，无水印，可见的彩印插页与书的连接处采用

胶粘和手工锁线。1925 年版单色插页由 4 个页面大小的手工纸印一整图，连接插页的还有 1 个页面压装在书里，压装

方式似中文古籍蝴蝶装形式，可见的插页和压装在书中的单独页面为一整张手工纸，中间为手工锁线。1931 年版单色

插页由 4 个页面大小的机制木浆纸印一整图，插页与图书连接采用胶装。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 《1925 年美国出版物之统计》，《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 年第 1 卷第 5 期。另，笔者比较了

1900 年 －1925 年间的图书出版数量，从数据看，1910 年 11671 种图书为最多，经历“一战”后 1919 年 4772 种图书最少，

但自1920 年出版5101 种以来逐年有所增长，其中1924 年出版了6380 种图书，1925 年图书品种统计到11 月已经有6278 种。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 《1925 年美国出版物之统计》，《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 年第 1 卷第 5 期。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第 133 －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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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1966 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因为经卷中出现武
则天时期所造异体字，被认为刊印时间可能早于日本发现。富路特最早向西方世界通
报了这一发现，他的评价是: “这个发现为我们可称之为印刷史的大厦增添重要的一块
砖，但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厦面貌。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仍然表明，印刷术发明于中
国并从中国向外传播，而佛教是其主要传播媒介之一。”① 但是韩国方面部分学者并不
这样认为，在发现了被认为现存最早金属活字本 《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

尤其在 2001 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之后，一直在此事上做文章，抛出金属活字发明
于韩国的观点，潘吉星先生生前提出了“他们必须提供证明高丽朝在 11 世纪以前铸字
印书的新证据”②，然而韩国至今没有摆出新的证据以证明金属活字发明于韩国。这也
是我们对卡特著作进行多重解读的一个原因，基于学术理性的研究仍有现实意义。

1926 年，萨顿 ( G. Sarton) 在 《科学史杂志》发表长篇评论，充分认可卡特在
印刷术研究上的论述，他评论道，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对这个主题的一个完整的调
查，基于对所有现有材料的批判性检查，没有包含任何无关紧要的内容。由于认为
该书内容极为重要，萨顿对卡特著作的 4 个部分逐章分解为 23 个小问题进行引证点
评，总体上持赞赏态度，相当于认可了其在西方科学史叙事上的正当性。

另外一个重要批评者是劳费尔，他后来对 1931 年版做了少量修订。在 1927 年发表在
《美国东方评论学会杂志》上的评论中，他对卡特中文原始文献不足及纸牌是否影响欧洲
等具体细节做出批评。劳费尔精通中亚各种语言，过于依赖语言逻辑推断，这也是被人
诟病的地方。在 1931 年版本中，他增加了 7 个文献注释，内容上对拓印方法一节做了修
改。比较卡特著作两个版本，1925 年版表述大意为“过程 ( 指拓印) 很简单，在石碑表
面覆上浸湿的纸盖上毛毡，用木槌和刷子让纸张覆着在石碑表面，待纸张干燥后，用棉
垫均匀上墨，揭纸后即显现白字黑底的碑拓”③。1931 年版修订后的大意是 “中国仍然
使用非常简单的工艺制作拓片，把纸张弄湿，覆在石头表面，用硬毛刷让纸张覆着
在石头表面，待纸张干燥后，用棉垫均匀上墨，揭纸后即显现白字黑底的碑拓”④。
劳费尔的表述和卡特的表述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使用毛毡，这涉及到拓印的工艺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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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富路特: 《关于新发现的印刷品的初步报道》，潘吉星译，《出版科学》1997 年第 4 期。
刘为民: 《关于活字印刷发明权的韩国“争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9 年第 3 期。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5，p. 12.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p. 12.
一般的工艺分为四步，一洗碑，二覆纸，三上墨，四揭纸。第一步，用水清洗碑上浮泥，剔洗碑石文字或者图案附着

物。第二步，一般情况下用捶打和刷纸两种方法来覆纸，把浸湿的纸覆上碑面后，盖上毛毡，用木槌轻敲 ( 捶，谓之

“捶拓”亦出于此) 以使纸张凹陷入字口，如不用毛毡而使用刷子平扫 ( 刷) 纸张 ( 刷纸主要是为了赶走纸张与碑面

中间的气泡，其也产生一定的压力使纸张压入字口) 亦可使字口显现，从现存的捶纸和刷纸所得拓片看，捶纸的纸面

气泡少、褶皱少，整体感观效果更佳。第三步，待纸张干燥后，用毡擦子 ( 毛毡卷，一头裁边平齐) 或拓包 ( 也称扑

子) 均匀上墨。第四步，根据纸张与碑面覆着紧密程度匀力揭纸，所得即现白字黑底的碑拓 ( 拓片) 。如果石刻或者

石碑尺寸较大，覆纸后一般垫着毛毡捶打，这样纸张与碑面中间的气泡和褶皱少，覆着会比较均匀，如果尺寸较小，

也见直接用刷子刷纸或者使用布包捶打以让纸张紧覆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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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在 1925 年版的配图是大尺寸的碑拓，此或可理解为卡特对捶拓是了解的，而劳费尔
在修订的时候所描述的工艺步骤仅是没有使用毛毡，有可能没关注到著作初版的第 13
页配图，或者对捶拓这一动词不了解①。如果劳费尔看到配图或者对拓印技术深入研
究，估计就不一定修改卡特使用毛毡的这一步骤或将另作注释。富路特在 1955 年修订
时对拓印的理解同劳费尔的表述，在 1955 年版第 40 － 41 页之间与拓片工艺相关配图
上，可见使用了尺寸较小的石刻拓印照片，此种拓片可不必使用毛毡和捶打亦可得到。
卡特是否为体现捶拓工艺而如此表述，已经不得而知，亦不能要求热爱中国文化的包括
达格妮、劳费尔、富路特等在内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所有的细枝末节均深入研究②。

1950 年，卡特著作售罄，在达格妮推动下，负责增订版修订的作者富路特，从尊
重卡特原著的角度，则延续 1925 年版和 1931 年版写作风格，在前面两版的基础上增
加了新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对先前两版的内容进行了近千条内容的校核，完善了
再版情况介绍、修订了序论，达格妮对卡特生平介绍进行了补充修改，对卡特撰著的
缘由以及史料来源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富路特对于内容和参考书目作了大量的修
订增补，有的增补是完善，有的修订则为简单罗列更可甚偏离了卡特原意。在增补上，

比如对雕版印刷选材方面，卡特仅提到一般采用普通梨木制雕版，富路特在 1955 年版
增补时增加枣木作为雕版板材的种类，古时雕版一般用梨木或者枣木，我们今天说的
“付之梨枣”，说的就是雕版，因为雕版纪录历史传播文明，在传承的表述上也用 “梨
枣传薪”。富路特出生在北京通州，算是“中国通”，从1955 年版增订内容看，其对中
国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在一些小的细节上精于卡特，比如他在 1955 年版全文中对汉朝起
止时间都采用了刘邦称帝的时间 ( 公元前 202 年) ，修正了卡特对于汉朝的时间表述
问题。卡特著作中的汉朝均为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20 年; 个别表述上得推敲，比
如他把伯希和向卡特所展示的回鹘文木活字称为 “古维吾尔文木活字”等表述。

尽管卡特为撰著所积累的参考资料在 20 世纪初已经算是比较充足，后经达格
妮、劳费尔和富路特等汉学家们对著作版本的递修时所做的补充完善，毕竟他们所
处的文化环境和所能够触及的中文史料存在局限性，比如卡特原著中对纸张向西方
传播的时间表述是相对保守和谨慎的 “纸张的最早的输入，多半较当地最早的造纸
早一二百年”③。但对于造纸术向西方传播路线上的部分时间节点表述，则需要再深
入讨论和商榷，比如卡特把造纸术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传播时间表述为公元 751 年，

此时间问题已有专家对史料挖掘和论证，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在公元 4 世纪的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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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拓片制作过程所使用毛毡的另一用途看，现存宋元明初时期的碑拓 ( 拓片) 多系擦拓，系用毡擦上墨。明清时期后，

多为扑拓，偶有圆形拓包墨痕可见，系上墨时是用布包而非毡擦子。今天的碑拓人员根据技术娴熟程度，在制作拓片

时的覆纸步骤，既有用毛毡垫着捶打的，也有直接用棕刷的。
笔者经过比对九雁斋的碑拓和多个博物馆不同时期拓片，并向专家请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美〕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98 － 99 页; 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5，pp. 82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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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就已经使用中国造的纸。另通过阿拉伯人采用的造纸技术和工艺分析，中亚地
区至少早于公元 751 年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技术①。卡特及后来版本修订者受到自身文
化环境和史料所限，均未做出准确表述和修订。

1955 年版出版后，也有针对此版本的专门评论，如 1956 年 2 月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汉斯·弗兰克尔 ( Hand H. Frankel) 在 《远东季刊》 ( The Far Eastern Quar-
terly) 上发表的评论，认为版本至此更加准确完整，但是这个宏大的议题需要持续
多年的研究补充。不同版本的互文、评价和扬弃，有利于厘清著作内容涉及的历史
真相，有利于促进学术讨论和版本更迭，有利于从版本研究的角度突破和批判西方
“文明冲突论”的学术话语范式。如果把学术批评和版本内容看作一对二元关系，连
续不断的版本变革，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向前推进的动力。

( 三) 卡特著作的主要评论、报章连载及连续版本情况

1926 年 1 月，日本学者桑原骘藏随即做出图书评论，中国陆续出现多个节译报章

连载和全书中译本，主要有 1926 年向达在 《图书馆学季刊》连载节译; 1938 年商务
印书馆出版刘麟生译著，该著据 1931 年版以 《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为书名翻译出版;

195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泽炎译著，该著据1925 年版以《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
传》为书名翻译出版; 1968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胡志伟译著，该著据 1955 年版以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为书名翻译出版。至此卡特一书 3 个英文图书版本均有
了中文译本。另见 3 个不同国家学者根据 1955 年版翻译的外文译本，这些译本为 1977
年薮内清、石桥正子的日文译本，1995 年韩国学者宋日基和姜顺爱合作翻译的朝鲜文
译本，以及 2011 年法国学者冉明轩 ( Michel Jan) 的法文译本②。在这些版本连续作
用下，印刷术的历史研究一直葆有很高热度，成为主流叙事的重要部分。

三、连续版本对文化动力的影响

卡特著作连续版本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确立和对中国古老的印刷术展开讨

论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提升西方学者对中国印刷术发明研究的兴趣，更激发和促
进了中国学者投身印刷史研究。主流学者重视卡特著作的研究内容，其连续版本对
文化动力的影响历久弥新。

( 一) 版本的文化动力作用

就卡特著作来说，版本的文化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明符号的确立。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圈形成共识
并不断被确认，这一过程在上文已经分析。卡特著作完成之前，西方学术界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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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明星、张萌: 《中华造纸术西传的历史真相再辨析》，《印刷文化 ( 中英文) 》2022 年第 4 期。
卡特著作的法文译本作者中文译名，见于《当代比较文学 ( 第四辑)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文《美国汉学家卡特与中国

印刷史研究》 ( 作者: 程熙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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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早期印刷情况的论述文章不多。1810 年，美国学者托马斯 ( Isaiah Thomas) 的
《美国印刷史》搜集了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印刷情况的一些零星说法; 1847 年，法国
汉学家儒莲 (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在 《亚洲杂志》 ( Journal Asiatique) 上发表专
文 《雕版印刷、石碑拓印以及活字印刷本》，对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术进行研
究①; 此后，由于 20 世纪初中亚 “考古热”带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物面世，

欧洲兴起东方文献研究热潮，也带动一些印刷技术的研究，但都较为粗略。《中国印
刷术发明及其西传》一书，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和比较的历史上有重要作用。继英国
传教士艾约瑟 ( Joseph Edkins) 1859 年在 《中国人的宗教状况》一书中指出: “但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 日本) 没有什么可以像印刷术，造纸术，磁石的特性
( 指南针) ，以及火药的成份 ( 火药) 这样可以自夸的非凡发明和发现。”② 首次将印
刷术、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并列提出。卡特著作在序论中直接点明 “这四种以及
其他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正式提出 “四大发明”③。在印刷术
和造纸术的起源问题上，中国是毫无疑义的发明国，在国人心中是无需论述的既定事
实，所以卡特著作之前鲜有中国人对此专题论述，处于习焉不察的失语之境。卡特以
传教士身份在华 12 年，深为中华文化折服，以至于结束传教工作，一头钻进印刷史研
究中。由于他者眼光，书中明确提出: 中国首先发明了造纸和印刷，并对欧洲造纸和
印刷事业的开始，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卡特选择着重论述印刷术的历史，是因为
“关于造纸的发明，早为一般学者所注意”，而 “欧洲的学者，对于中国发明印刷术的
事实，除了一些极粗的轮廓以外，几乎全无所知”④。卡特著作成为 20 世纪第一部研
究中国印刷史的专著，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也通过著作进一步得到确立。

二是研究的扩散及主流化传播。著作面世不久后卡特即与世长辞，卡特著作在
西方的影响力和传播仍在延续。伯希和率先在法兰西学院 《通报》上发了讣告，评
价该著作具有重要价值。1926 年 6 月，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戴闻达在 《新华
文》 ( The New Mandarin) 发表评论 《科斯特的中国祖先》 ( “Coster's Chinese Ances-
tors”) ，荷兰人科斯特在本国被认为是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文中概述卡特著作全
貌，并提出撰文目的是探讨谁人为欧洲活字印刷 “导夫先路者”，答案在卡特书中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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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程熙旭: 《首部英文本中国印刷史之汉译考》，阎纯德主编: 《汉学研究》2015 年秋冬卷，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5
年，第 623 页。
Joseph Edkins，D. D. ，Ｒeligion in China，London: Trübner ＆ Co. ，Ludgate Hill，1878，p. 2; 《中国人的宗教状况》一书系

艾约瑟在中国传教时所著，图书 1859 年在伦敦出版，1878 年，图书更名为《中国的宗教》，分别在波士顿、伦敦出版。
艾约瑟明确提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他曾在其札记《中国造纸术之起源》一文又依据中国

古籍《南方草木状》文中关于公元 284 年大秦国进贡蜜香纸一事的记载，作了中国造纸的观念可能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推

断。德国汉学家夏德在 1885 年所著《大秦国全录》一书中使用大篇幅对艾约瑟的推断作出了评价，认为此时中国所造的

纸比埃及同一时期的纸 ( Chartae) 更加适合书写，并明确指出了《南方草木状》中所表述的蜜香纸产于交趾 ( 即越南) 。
韩琦: 《卡特和“四大发明”的创用》，《文汇报》2019 年 9 月 6 日，第 2 － 3 版。
〔美〕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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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印刷术之原始焉”。卡特认为中国纸张、纸牌、宗教画像和书籍的传入，对欧洲
的活字印刷有重大影响。戴闻达尤其赞同纸的重要作用: “相传葛登堡 ( 谷登堡)

初印圣经，每部需三百羊之皮，苟续用此种昂贵之材料，印刷业断难普遍也明矣。”①

欧洲是汉学研究的重镇，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话题得到了很多汉学家的关注，最强烈
的关注者当属伯希和，在对卡特著作作出评价后，伯希和意犹未尽，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一直为该书再版搜集整理材料，伯希和 1945 年去世后，札记和手稿由法国汉学家
谢和耐 ( Jacques Gemet) 整理，最后以 《中国印刷术的开端》 ( “LES DÉBUTS DE
L'IMPＲIMEＲIE EN CHINE”) 为名收入 《伯希和遗著》 ( OEUVＲ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之四，于 1953 年单独在法国出版。这表明伯希和对卡特提出的问题
产生兴趣并持续关注，也表明伯希和去世后，中国印刷术的问题仍被西方汉学界所关
注。不同时期的持续关注正说明了中国印刷术起源情况得到西方主流精英群体的重视。

( 二) 连续版本提升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卡特著作在不同时期经修订、增订及多语种译著相继出版至今，对著作的评论
和介绍译著相关的文章近百年来不曾中断。1926 年 1 月，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卡特
著作初版出版不到半年率先对该书作出评论，随后又有科学史家萨顿，汉学家劳费
尔、慕阿德 ( A. C. Moule) 、戴闻达、亚瑟·伟利 ( Arthur Waley) 等一大批各国知
名学者评论赞赏。可以说，卡特著作出版与传播的过程动员了大批西方主流学者，

这些学者撰述、评论、修订的过程也是一个磋合意见、形成共识的过程。卡特著作
不同时期的版本连续出版后，不仅提升西方学者对中国印刷术发明研究的兴趣，还
引导西方学者 “对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作用和地位上进行更深的思考和比较”②。
众所周知，伯希和把公元 868 年 《金刚经》雕版印刷品界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古代书
籍，此在西方曾经引起不小震动，卡特撰著时沿用了伯希和的说法并对 《金刚经》
专章阐述，法国学者艾田蒲 ( Ｒené Étiemble) 1964 年撰写了 《我们了解中国吗?》
一书，其中基于卡特著作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 “谁发明了印刷术: 古登堡还
是中国人?”③。因为卡特著作连续版本的广泛传播让这位法国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
的北京集市上看到了 1941 年重印本并关注中国印刷术，其为回应西方人对中国人发
明的印刷术质疑而对卡特著作进行了概述，总结道: “这确实有伤我们西方人的自尊
心!”“应该满怀喜悦与感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将印刷术送到我们家门”④。法国
远东学院教授戴仁 ( Jean-Pierre Drège) 于 2005 年中法学术会议期间，以 “中国印刷
术是否传到了西方”为题，介绍 “卡特的书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且仍然是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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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荷兰〕戴闻达: 《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张荫麟译，《学衡》1926 年第 58 期。另，此为《学衡》述学栏目的文章之

一，同一期述学栏目共有 4 篇文章，每一篇文章的页码均单独重新标注。
Carter，L'Imprimerie en Chine Invertion et Transmission vers l'Occident，translated by Michel Jan，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2011，p. 9.
Carter，L'Imprimerie en Chine Invertion et Transmission vers l'Occident，translated by Michel Jan，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2011，p. 13.
Carter，L'Imprimerie en Chine Invertion et Transmission vers l'Occident，translated by Michel Jan，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2011，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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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研究文献: 中国印刷术向西方传播这一问题已明确提出，即尽管在其标题中
已构成了答案”①。卡特著作不同版本的修订者、译者和其内容的传播者，大都是受
到中国文化所影响并以中国古老的印刷术为中心展开讨论。印刷术发明权不仅是一
个事实的揭示阐定，更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华文明符号在全球视野中被广泛接受、认
可及不断强化的历史叙事。重新审视这段共同参与讨论的历史，我们发现印刷术既
是文本对象，也是建构工具，版本递修过程表现出强大的社会文化动力。从学术共
同体的建构到文化文明符号的确立，是一个探讨空间丰富的议题。

( 三) 卡特著作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卡特一书对中国学者影响尤其大。卡特著作和西方主流学者的评介一道伴随着
文化交流，知识回流东方。当时有一批年轻人投身印刷史研究，后来成长为知名学
者，如胡道静、张秀民、钱存训、李书华、潘吉星等，学术研究的源头和开展学术
讨论的角度均指向卡特。胡道静因为毕昇转而校注 《梦溪笔谈》，他自述: “直到进
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才惊讶地了解到
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来的伟大贡献”②。
张秀民著 《中国印刷史》而成该领域权威，他的研究心态颇有民族文化责任感:

“待美国卡特教授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出版，始有系统的专书”，“且
印刷术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之重大发明，而印刷史之作乃由外国人代庖，心实耻之，

乃不自量，蚊力负山，要写出一部 《中国印刷史》”③。其后，钱存训在其著作 《书
于竹帛》，以及为剑桥大学李约瑟主持 《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撰著 《纸和印刷》，

两著作大量引用卡特著作观点和原文表述。李约瑟在 《纸和印刷》作序中，道出了
把 《纸和印刷》的撰著任务交给钱存训的原因，主要是李约瑟考虑到卡特著作初版
面世后的 30 多年里，考古和文献研究方面有不少新发现，可以完善和补充 《中国科
学技术史》所需要的内容。请钱存训撰著更是因为他和负责卡特著作 1955 年修订的
富路特同是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权威学者，钱存训曾在北京图书馆 ( 现中国国家图书
馆) 工作多年，亦是受到卡特著作影响的知名印刷史研究学者④。李约瑟对 《书于
竹帛》的评价 “从本书的性质与分量看，显然是卡特的经典之作 《中国印刷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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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Carter，L'Imprimerie en Chine Invertion et Transmission vers l'Occident，translated by Michel Jan，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2011，p. 11.
胡道静: 《〈梦溪笔谈校正〉五十年》，《读书》1979 年第 4 期。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8 页。
钱存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创办的《信使》称为“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世界权威”，著作《纸

和印刷》的内容被《信使》所引用。笔者因为资料所限，未深入探究作为笔者所在单位顾问的钱存训先生同西方主流

学者的关系和其学术思想。但从李约瑟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史》所选的各分册撰著人看，李约瑟对钱存训的学术水平

是认可的也是熟悉的。李约瑟曾在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熟悉中国的历史和熟悉中国主流学者，并与研究中

国文化史、技术史等诸多学者有往来。潘吉星生前告诉笔者其与李约瑟的交往经历，这点也可以从李约瑟主持《中国

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上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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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①。学者李书华撰著 《中国印刷术起源》，其在自序中
提到撰著的原因: “卡特的原书，虽有若干错误，然而这是西文第一部书对于中国印
刷术的发明、演进、与传播，作详细而有系统的论述和研讨”，“最近我把上述发表
的论文，加以增减，汇集成册，分为十章，名为 《中国印刷术起源》。吾人对于每一
问题全是采用中国古代文献固有的材料，并引用近代中日及西方学者专著或论文研
究的结果”，“但卡特原书所述过于简单，而伯希和遗著与富禄特修订本又颇有错误
或误解之处”，“或可补卡，伯，富各书之不足”②。另外还有印刷技术史研究领域的
权威专家潘吉星③，潘吉星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著作中多处对卡
特著作的观点或引用或评价。卡特著作所推动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中国学者之间同
样形成一个“学术讨论圈”，以钱存训 《纸和印刷》为例，卡特著作的修订者富路特
等经常给钱存训撰著以建议并通读全稿提出批评，潘吉星提出建议并校读了关于纸张
内容的三节书稿，钱存训的前同事张秀民和胡道静给了建议和介绍的资料，潘吉星和
张秀民在图书付印前作了校订。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中国学者不同时期硕果不断，推动
了印刷历史研究在中国成为显学，特别是 1996 年中国印刷博物馆建成开馆，印刷史研
究会④等专门学术组织成立，印刷的文化研究在印刷术的故乡日益发达起来。

四、余论

上文从卡特《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个案出发，分析该书出版前后种种
因由、版本流变及文化价值，从中能感受到版本变化不是孤立的事件，是社会各种相
关意见的拟合过程。同时，版本推陈出新也为文化发展带来动力，版本研究在出版文
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的版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版本内部，本文通过
卡特著作传播过程关注了版本生成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系。通过分析卡特著作版本并
基于版本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动力，笔者认为学界应该注意版本研究的文化价值。

( 一) 秉持总体版本观。版本是中国古文献研究中的一个概念，特指印刷的书籍。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

以后典籍皆为版本。”版本学家黄永年认为，版本学是研究雕版印刷使用以来的古籍版
本。⑤ 传统版本学在中国是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版本鉴别、版本史及版本
目录，重视版本之间渊源递嬗关系。老一辈学者由于稿本等早期文献已有考古领域等
专家研究，不掠人之美，就将版本专注在印刷书籍上。2006 年颁布的 《古籍定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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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钱存训: 《书于竹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李书华: 《中国印刷术起源》，香港: 新亚研究所，1962 年，第 3 页。
笔者同潘吉星教授生前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潘老在对造纸和印刷的研究上，有些观点与卡特不同，但其说到的研究和

卡特著作有很大关系。笔者以为潘老的自谦更多是对于卡特作为学者的敬重，从潘老著作的引文上看，他对卡特著作

富路特 1955 年的修订版和吴泽炎 1957 年的中译本均有不少引用。
现已更名为印刷文化研究会，以突出其大文化史观的研究方向。
黄永年: 《古文献讲义》，上海: 中西书局，2014 年，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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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将版本定义为 “一书经过抄写或印刷而形成的传本”，范围已经扩大。确实，当
前是一个交叉融合的时代，从知识生产、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版本内容也是传承而
来，非印刷术以后独有，因此有必要适度扩大版本研究视野。在保留传统版本学研究
优势的前提下，不必拘泥在内容生产方式和载体上，而是以文本为核心，考察文本生
成嬗变的全过程，这对基于版本的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会有益处。要把卡特著作
递修、演进和传播讲清楚，需要研究各版次的卡特著作及用版本学的概念来梳理卡特
著作的内容变化，卡特著作的递修嬗变完美阐释了版本的概念和版本文化动力。

( 二) 重视连续版本价值。卡特著作连续版本中有几个版本较为鲜见，其为已近
百年的初版、1955 年英文著作原版、1938 年刘麟生译本、1968 年胡志伟译本和
2011 年冉明轩法文译本。版本连续性对于出版研究非常重要，却有被忽视的情况，

为全面还原卡特著作版本递修得失，这几个鲜见版本的取得支撑了本文关于连续版
本的研究。从原著 1925 年初版和 1931 年版内容看，1931 年版内容修订不多，因为
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促使了初版著作在 30 年后作大量增订并出版，因为其原著和中文
译著的连续版本传播效果促使了卡特著作在亚洲多国和欧洲传播。评价版本的价值，

在于善，在于其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这是公认的标准。那么，

在国家实力增强、空前重视文化的今天，在大数据技术高度发达足以协同处理大规
模样本的支撑下，我们就要重视全版本的研究，重视挖掘连续版本的价值，因为只
有在连续性细节组成的文化图谱中，我们才能更精确地观察到版本与所处时代的相
互作用，更好地发挥版本的文明符号和文化动力作用。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中国国家
版本馆建设，这意味着版本作为文明的种子、文化的基因被充分认可。习近平强调: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① 版本除了当好文化 “活化石”，也要做好文化推进器。

( 三) 技术逻辑是关键一环。通过对卡特著作的连续版本研究，笔者以为版本研
究要内容与形式并重，版本的形式不仅在于鉴别特征，本身也是意义形成的一部分。
技术性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节，尤其近现代印刷技术种类多、迭代快，文献记
载也是只言片语，近现代版本的精细鉴别向来是难题，更别提复原复刻等实践问题。
传统观念中对技术有忽视的倾向，而技术发展却是社会动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
此技术逻辑应该成为版本文化研究中关键的一环。从印刷技术角度研究版本，笔者
曾在 《第一、二版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封面印刷特征研究》② 做过探索，可
以证明技术考古方法的有效性。

作者: 中国印刷博物馆出版印刷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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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人民网: 《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22
年 6 月，http: / / opinion. people. com. cn /nl /2022 /0615 /c1003 － 32446419. html，2023 年 6 月 15 日。
章泽锋、邢立: 《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封面印刷特征研究》，《印刷文化 ( 中英文) 》2021 年第 2 期。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

JOUＲNALISM ＆ COMMUNICATION

VOLUME 30，NUMBEＲ 6，2023

5·Editions，Symbols of Civilization，and Cultural Dynamics: The Printing，Publication，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First Monograp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 Zhang Zefeng

In 1925 American sinologist Thomas Francis Carter wrote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It was the first research monograph that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its dissemination，and its impact． Since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book was published，

there have been nine versions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s． All versions，including translations，have
been produced by influential scholars． Traditional edition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the internal aspects
of editions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on of editions and social
cul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writing and publishing process of the book， then map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eople involved． It compares the changes of revised editions and weighs the
pros and cons． It analyzes the printing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editions of the original book． This
process start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field and end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ymbols． Printing is both a text object and a construction tool． The transmutation of editions
reflects powerful cultural dynamics，emphasizing an overall view of editions．

22· “Digital Commons”: Understanding New Hypothese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Wu Fei，Fu Zhengke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facilitated conne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objects，leading to
diverse， fluid， and complex online interactions． Ｒational dialogues and emotional exchanges
intertwine，while boundaries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domains become significantly blurred． Both
social elit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serve as network nodes． Although individuals can recognize and
accept one another，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persist． In light of these profound changes，
traditional public sphere theory has diminished in its explanatory power． The theory of digital commons
emerges as a more suitable explanatory tool． The digital commons constitutes a co-revealing space
where diverse actor networks interact and resonate with one another． Comprising fluid，active，and
heterogeneous actors，it forms a dynamic，interconnected entity． As a public opinion arena，it hosts
various forces competing for visibility and discourse surrounding public interests． This digital commons
is not only vital to the future world but also embodies the current open，pluralistic environment marked
by dialogues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theory of digital commons represents the digital social
dynamics required for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From a ma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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