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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幕后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印
刷出版文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照亮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敦
煌藏经洞的雕版到毕昇的泥活字，
从春秋战国的简牍帛书到明清的精
美古籍，每一种文物典籍都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见证。从造纸术的改
进、雕版印刷的初创到活字印刷的
革新，从激光照排到数字印刷，每
一次技术突破都推动着文化传播方
式的变革。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
今天，印刷出版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承载
着千年智慧的印刷出版文物典籍，
如何深度挖掘其历史内涵，通过科
技赋能和创新实践，让沉睡的文物
重焕生机，让古老的印刷出版技艺
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活态传承印刷
出版文化，成为当下印刷出版领域
的重要课题。

版印流芳
印刷出版文化的立体史书

印刷出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先
秦时期，文字主要记录在甲骨、青
铜器、竹简、帛书等载体上，此后
造纸术的发展与推广，为文字记录
和传播提供了更轻便、经济的载
体，推动了印刷术的发明。《金刚
经》印本出自甘肃敦煌藏经洞，卷
首刻印版画，其所载时间为 868
年，展现了早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成
熟，标志着我国唐代印刷技术已达
到相当高的水平。1991 年出土于
宁夏贺兰山腹地拜寺沟方塔中的佛
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世界
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为
研究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和发展提

供了重要实物证据，也为业界了解
西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系统梳理印刷出版文化历
史，更好呈现文物典籍所承载的深
厚文化内涵，博物馆、图书馆等文
化空间通常采用展览陈列的方式作
为印刷出版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要
途径。中国国家版本馆开设“版本
工艺”专题展览，通过版本的形
态、制作、设计和修复4个内容单
元，遴选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
和本续》、13 世纪回鹘文木活字、

《龙藏》雕版、激光照排技术手稿
等代表性展品，系统介绍上起新石
器时代、下至近现代的版本工艺发
展脉络。中国印刷博物馆设置“印
出东方——印刷术的根在中国”常
设展览，遴选唐代卷轴装 《金刚
经》、南宋精刻本《春秋经传》以
及复原的宋代毕昇发明的胶泥活
字、元代王祯发明的活字转轮排
字盘等代表性展品，详细介绍中
国古代印刷术的起源、发展和传
播过程。

智印焕新
印刷出版文化的数字展陈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化手段
的应用，为印刷出版文化展示领域
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AR （增强
现实） 技术，让观众通过手机或
AR设备，扫描展品获取古籍的详
细解读、印刷工艺的动态演示等更
多信息。VR （虚拟现实） 技术，
让观众“穿越”到古代印刷作坊、
近代印刷厂等场景，亲身体验印刷
技术的发展历程。数字化展陈与互
动体验，让观众近距离“接触”珍
贵文物。3D 打印与文物复原技
术，则可复原损坏的印刷设备、古

籍等文物。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版本工

艺”展区，陈列着一块互动数字
“魔屏”。该“魔屏”融合高清显
示、触屏交互与智能识别等多重功
能，收录千余种印刷出版文化的代
表性文物典籍信息，能够让文物典
籍的内容、形制、细节等信息一目
了然。其核心技术在于运用高精度
的 3D 扫描设备与专业建模软件，
将实物文物典籍转化为数字化的立
体模型，再经由高分辨率显示屏精
彩呈现。观众只需轻触屏幕，即可
轻松查阅文物典籍的各类资料，还
能实现多屏触控、自由缩放等互动
操作。

此外，借助动态光线追踪等先
进技术，虚拟的文物典籍仿佛跃然
屏上，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文化
体验。基于国家一级文物《清孙温
绘全本红楼梦图》，雅昌文化集团
精心策划“红楼·幻境”数字艺术
展览。该展览通过数字影像、动态
捕捉、交互式媒体等技术手段，生
动再现《红楼梦》中“元妃省亲”

“黛玉葬花”等诸多经典情节与故
事，从而构筑出一个既真实可感又
可供游历探索，充满交互趣味的沉
浸式数字文化空间。

科技赋能和数智化手段的运
用，不仅丰富了印刷出版文化的展
示形式，使印刷出版文化类展览陈
列的内容和设计焕然一新，也进一
步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推动了印刷出版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和广泛传播。

活化利用
印刷出版文化的有益探索

为促进印刷出版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印刷出版领域以
数字技术赋能，围绕创新展览形
式、加强互动体验、开发文创
IP、策划研学活动等方式，进行着
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2023年10月，“吉光片羽——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
展”开幕，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
来首次开设雕版文物主题展。展览
采用“展藏合一”的形式，利用立
体艺术装置生动还原古代雕版印刷
的过程，增强了观众的互动体验感
和展览的科普教育功能。中国国家
版本馆依托类型丰富的版本资源打
造版本文创 IP，从重点展品中凝
练经典元素研发文创产品，如从

《孙子兵法》竹简提取军事元素设
计翡翠中国象棋、结合《明状元赵
秉忠殿试卷》 样式开发状元信笺
本、从《坤舆万国全图》提取地理
元素设计拼图等，从而将印刷出版
文化与人们现代生活相结合，让传
统文化以更加亲民的方式走进大众
生活。2024 年 8 月，首都图书馆古
籍文献馆携手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
司，以“非遗文‘华’传承”为主题精
心策划了一场“活字印刷”特色研学
之旅。研学团队通过参观近代印刷
发展成就展、近距离观摩图书制作
全流程、亲身体验活字印刷传统技
艺等活动，深刻感受到了印刷出版
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

印刷出版文化的活化利用，需
要不断创新内容和形式，使其更贴
近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未来还要
继续探索数字时代印刷出版文化活
态传承的新路径，使印刷出版文化
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还能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连
接历史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

印刷出版文化:科技赋能 多元创新
□张佳乐

在 2024 年 度 “ 中 国 最 美 的
书”评选中，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
社出版、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
司印制的 《何物》 入选。最近，

《何物》荣获2025年“世界最美的
书”荣誉奖，成为中国唯一一本入
选图书。

对于 《何物》，“世界最美的
书”给出这样的获奖评语：这本书
的设计低调而优雅，版式和色彩都
与它呈现的水墨画一样简约而安
静。内页和封面都拥有美妙触感，
使这本做工精良的书握在手中非常
舒适。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作为印制单位，有幸见证并参与了
这本书的诞生过程。

设计极简表达

《何物》源自设计师何明先生
对器物的观察与描绘。2020 年，
他用毛笔记录日常器物，将其形态
和情感融入水墨画中。这本书收录
了240幅墨绘作品，每幅画都伴有
简短文字，映射出器物背后的故事
和情感。

设计师赵清选择用极简的方式
呈现这些作品，黑、白、灰三色成

为整本书的基调。封面采用灰色墙
皮纸，粗粝质感中带有岁月的痕
迹，与墨绘作品的沉静气质相得益
彰，没有过多的装饰，只有文字和
纸张本身，让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
画面和文字之间。

独特的双向装订设计，为《何
物》带来更多层次感。横版与竖版
合为一体，一正一反，分别呈现墨
色由深至浅、由浅至深的视觉递
进，这样的编排方式使读者在阅读
中充满探索的乐趣。天头处的手
工打毛处理，让该书仿佛经过岁
月打磨，呈现出温润而自然的质
感。书口处则采用激光烧制工
艺，将“何物”二字镌刻在平整
的纸张上。这种独特的工艺不仅增
加了视觉层次，也赋予了该书更多
的触感体验。

工艺精准呈现

雅昌深知如何将设计师的创意
落地为现实，从选纸、印刷到装订
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细致的推
敲和打磨。最终选择草香纸米白作
为内文纸张，其质感温润，既有着
接近原作水彩纸的肌理，也能精准

还原墨色的层次变化。
印刷方式上，该书采用了雅昌

特有的“雅映”技术，BK（特黑）、CK
（蓝黑）、MK（红黑）、YK（黄黑）四
色控制黑灰影像冷暖印刷，精确控
制油墨用量和网点分布，达到理想
的层次，呈现出比传统印刷更为细
腻柔美的层次感。每一笔墨韵、每
一个笔触，都以真实的形态呈现在
纸面上。

《何物》采用腔背装订，以确
保翻阅的顺畅度，尤其在双向装订
的特殊结构下，对拼版方式进行精
密调整，既保障了书籍的柔韧性，
也兼顾了整体美感。激光烧制工艺
同样是一项考验，从初期的多次打
样到最终的效果呈现，团队在纸张
材质、字体大小和烧制深度等方面
进行了多轮实验。最终，书名在书
口平整处被精细刻印，形成了独特
的光影效果。

工序精细把关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雅昌深刻
感受到《何物》所传达的精神。它
不仅是一部关于器物的作品，更是
一场关于人与物、人与时间的静默

对话。设计师以极简的形式诠释内
在的情感，雅昌通过精湛的工艺，
将这种情感定格在纸张之上。

该书的制作从 2023 年开始，
周期约有一年半时间。整本书手工
量较大，体现在两个关键工序：一
是横开本与竖开本封底间的粘连，
这一设计使两种不同翻阅方式实现
整体性与趣味性。二是两个开本的
手工打毛处理。一本成书相当于两
本小书，每部分先经机器打毛后，
工人再用锉刀逐本手工打毛，呈现
均匀自然的效果，呼应作者用毛笔
描绘器物肌理的匠人精神。

为了使成品尽可能达到创作者
和设计师的理想水准，雅昌团队与
设计师在印制流程中多次打磨、精
心把关。例如设计师提出书匣两边
开口的设想，雅昌团队通过多种测
试实现这个效果，最终采用两张白
色沙糖纸对裱，折痕处作模切半穿
处理，成品牢固且美观。再如，书
口最初的设计方案是在天头打毛处
用激光烧文字，但效果不佳，团队
大胆尝试在书口平整处用激光烧，
最终实现更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上海雅昌艺术印
刷有限公司）

《何物》斩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设计理念与印制工艺交融
□吴煜东

定位、打墨、上墨、印刷……在上海中华印刷博

物馆开设的石印工坊内，非遗传承人为观众演示石版

画的制作过程。以石板为版材，利用水油不相混合的

原理，将图文描绘或转印在石板之上，最终进行印

刷，这便是石版印刷技术。

如今，石版印刷非遗技艺碰撞出全新火花。在课

程思政改革与文化创新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上海出版

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与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共同推出基

于“动态蓝精灵图案”的“‘三寓三式’范式‘印迹’教学

图案”的文创作品，开创了“三寓三式”范式与印刷非遗

技艺融合的先河。通过课程思政的改革创新，印刷非

遗“老”手艺激发出思政课堂“新”力量。

印刷非遗“老”手艺
思政课堂“新”力量
□本报记者 王勤 祝小霖

作为全国课程思政的诞
生地与“三寓三式”范式的
发源地，上海持续探索思政
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创新结
合。此次项目的落地应用，
源于“三寓三式”范式首创
者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教授滕跃民与上海理工大
学副教授金永成的学术指
导，以及与上海中华印刷博
物馆常务副馆长李嵩在呈现
方式方面的深度合作。该

“印迹”图案由第四代非遗传
承人吕鸿亮印制。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从上海版专了解到，所
谓“三寓三式”，即寓道于
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
体现课程思政潜移默化的理
念和方法；画龙点睛式、专
题嵌入式、元素化合式，展
现课程思政润物无声的操作
手段。此次“印迹”教学图
案便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通过石版印刷的工艺流程展
现匠人精神与文化自信，将
德智融合的核心价值融入非
遗美学，形成“无声胜有
声”的教育效果。“印迹”的

图案是一个活泼可爱的青春
少年，若隐若现、古朴淡雅
的视觉效果体现了石版印刷
特有的质感，充分展现“三
寓三式”范式拥抱石版印刷
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其实，这已不是“三寓
三式”范式首次拥抱非遗。
早在去年底，上海版专就发
布课程思政首件文创，与贵
州蓝染非遗艺术相拥抱。蓝
染制作的“三寓三式”主题
相框，以寓道于教的方式传
达价值观念。相框里的蓝染
图案生动展现课程思政“三
寓三式”范式“蓝精灵”动
态教学图案，是寓德于艺的
精彩呈现。

石 版 印 刷 与 德 育 的 融
合，标志着非遗传承与教育
改革的双向突破。这一模式
不仅为非遗技艺提供了可持
续的活化路径，更拓展了德
智融合的载体形式，使其从
课堂延伸至艺术创作、生活
美学等领域，使技艺传承从
技术复刻升华为精神传递，
形成“以非遗滋养德育，以
德育活化非遗”的双向循环。

多方协作
从技艺到精神的升华

石版印刷的墨香与德智
融合的智慧交织，让非遗技
艺不再是静态的历史符号，
而是动态的文化教育媒介。
在社教活动中，多方协作，
以“三寓三式”理念拓展石
版印刷体验活动深度，参与
者可亲手操作研磨、制版、
印刷等工序，感受“一石一
墨”间的匠心传承。

石印工坊是上海中华印
刷博物馆成立10周年之际挂
牌的印刷工坊。记者从上海
中华印刷博物馆了解到，上
海中华印刷博物馆考证石版
印刷传入上海的历史，整理
其对中国近代出版业，如

《点石斋画报》的深远影响，
并确认相关印刷企业历史变
迁及其技艺传承人等工匠的
谱系连续性。在石印工坊中
有关石版印刷的技术介绍可
以看到，石版印刷术起源于
18世纪末，以天然石灰石为
版材，利用油水相斥原理实
现图文印刷，被誉为“平版
印 刷 之 父 ”。 清 光 绪 二 年
（1876 年），该技艺传入中
国，以上海为中心迅速风
靡，推动了古籍善本复制和

年画、画报等文化产品的传
播，如 1884 年 《点石斋画
报》的发行，更成为近代石
印热潮的标志性事件。然
而，因原料稀缺与技术迭
代，石印技艺于20世纪中叶
逐渐失传。近年来，上海中
华印刷博物馆通过史料研
究、寻访老工匠、复原古法
工艺，成功恢复了这一失传
近半个世纪的技艺，使其焕
发新生。通过系统梳理技艺
的历史脉络、传承谱系及濒
危现状，石版印刷最终于
2023年成功被列入上海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前，上海中华印刷博
物馆通过“石间印记”展
览、石印工坊体验活动等，
将石版印刷的历史脉络与工
匠精神融入公众教育。如
今，在“三寓三式”范式的
引导下，这一技艺被赋予了
德育教育的新内涵。在石印
工坊开展的相关活动中，青
少年不仅能学习技艺，还能
通过印制“三寓三式”主题
作品，理解协作、创新与坚
持的价值，实现“非遗进课
堂、德育入生活”的愿景。

社教宣传
非遗与德智双向赋能

石印工坊体验活动石印工坊体验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书口处采用激光烧制工艺。

▲用锉刀逐本手工打毛。▲

《何物》封面采用灰色
墙皮纸，营造原生态的质朴。

上海雅昌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