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籍因印刷技术的变化，在不同
时代呈现出多样的印刷装帧形态。在铜
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出现之前，大量的典
籍文献使用刻有文字的雕版或将活字排
版后进行印刷，这些雕版和活字以梨木或
枣木材质制作的居多。版刻插图的出现，
为中国古代书籍的内容和装帧增添了不
少趣味性和可读性。之前我们惯常以书
籍史、印刷史或文学史的视角来看待这些
插图，《图镌梨枣》则是将古籍版画作为一
种独立的美术形态予以集中呈现。关于
版刻，近代有编纂图录的传统，大量的古
籍版画被从书籍中抽离出来，确实为今天
留存下很多宝贵的资料。然而，关于它们
在艺术史中的价值以及进一步揭示其背
后的故事，却是今人要做的一件事。唯有
将蕴藏在古籍版画中的文化信息进行揭
示，今天的我们才有机会懂得祖先的阅读
生活和审美方式。

中国古代版画艺术源远流长，目前
已知最早的版画作品是刊刻于唐咸通九
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扉
画，构图饱满、画面繁复、刀锋圆润流畅、
镌刻熟练精美，彰显了中国版刻艺术的
价值。在此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随着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古籍印刷带
来的一些通俗类书籍的传播，版画艺术
日趋成熟。

中国的版画尤其是古籍版画，起初并
不被当作单独的艺术门类被重视，甚至在
美术领域也不抵水墨丹青。然而，用当代
的视觉艺术观念反观中国的古籍版画，可
以说，古籍版画是中国版画艺术中保存最
为完整且能够整体呈现中国版刻技艺的
一个重要门类，在中国的美术史、书籍史
和印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图书有“左图右书，左图右
史”之制，书籍在印刷制版过程中，提倡
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因此
书籍插图变得日益兴盛。书籍中的版画
作品浩如烟海，内容涉及宗教、戏曲、小
说等各种类别。早期版画作为书籍实现
教化功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现存
的五代、宋、元及明清以来的古籍版画作
品，多以释道为主题。至明代中后期，精
美的小说戏曲类版画大量涌现，山水、人
物、画谱类版画也在明代有了长足的发
展。明代以降，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书籍的品种和印刷数量都大幅上升，且
插图盛行，几乎到了无书不图的程度。
题材的逐步丰富，也导致版画作品为了
表现不同题材而产生出多样化的风貌。
版画或长版形式或圆形月光式，或连版
或单幅，或上图下文或文中插图，大都以
黑白线描写实风格为主，兼有少量精美
的套色彩印。雕版又分阴刻阳刻技法，
刀工或粗放，或稚拙，或精细，或工丽。

不少版画作品在制版前，由当世的著名
画家绘稿，镌刻名家操刀，镌刻手法多
样、风格各异、流派纷呈，臻于鼎盛，深受
广大民众的喜爱。在近代，郑振铎、鲁迅
等文化名人既是版画的爱好者、收藏者，
又是中国版刻历史的书写者。郑振铎先
生曾经以地域划分，将版画归纳出建安、
金陵、武林、苏州、吴兴、徽州等多种流派
风格。

在明万历、崇祯年间，版画艺术达到
鼎盛。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动荡，版
画逐渐式微，特别是石印技术传入中国以
后，书籍印刷逐步由木刻转为石印，致使
木版画作品的数量日益减少。民国时期，
仍有一些木板雕印的书籍配有精美的版
画插图。时至今日，因版画艺术的特殊魅
力，依然有少量专业人士和版画爱好者在
尝试制作一些传统木板版画。

从古籍版画的选题，尤其是戏曲人物
绘画的风格来看，古籍版画与中国传统绘
画技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
风格多样，它所表现的内容反映了其所处
时代的社会生活与人间百态，古籍木刻版
画有其创造性表达社会风貌的作用与价
值。无论是绘制者在对典籍文本理解基
础上进行绘画再创作的过程，还是留名抑
或不留名的刻工的精心雕琢，他们忠实地
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勾勒出中国古代社
会与文化的样貌。

《图镌梨枣》有幸邀请图文关系研究
的权威学者赵宪章教授作序，也为本人继
续探究中国古籍版画与古籍版本的关系、
中国古籍版画与中国人文画的关系指明
了更多的维度与方向。

《图镌梨枣》一书依照古籍版画内容
题材进行划分，除了佛版画自成一系可
再单独成体系进行讲述外，山水、园林、
戏曲、人物等题材的造型，与宋元以来的
中国人文画传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因
此，郑振铎先生认为古籍版画推崇以“正
统派”中国画为参照。尽管版画在刀刻
笔、线条与色彩处理上都与水墨丹青有
所区别，然而文人画的意境早已超脱写
实之外，而与文本内容和古代生活更为
贴近的或许是木刻版画所独具的魅力。
于是，木刻版画到了近代又被赋予了革
命与觉醒的启蒙含义。或许是因为它的
直观性，也可能是因为它的印刷便捷与
传播功能，鲁迅、郑振铎等人所倡导的艺
术表现人间、针砭社会，成为木刻的新时
代宣言。

古籍版画长期以来更多地被定义为
书籍插图，而插画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也
是到了现代才被重视起来。“图镌梨枣”与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兴起相
遇，它们并不是出现在书房雅阁中悬挂的
画作，也不是藏家手中把玩的卷轴，而是
手不释卷的文人乃至市民阶层于中华典
籍丰富的内容世界中游目骋怀的一幅幅
精雕细印之作。

郑振铎先生曾经在评价《天下名山胜
概记》时说：“那些书的附图都是十分细致
可惜的。把名山大川的实景，风雨晴晦的

变幻，缩临为案头之书，所谓可当卧游是
也。作为导游，是不会引入迷途的，而作
为真山实水的写生，在艺术创作上，也有
很高超的成就。绘山水画而不一味地追
慕古人，能够着重对景写生，这意义就很
大，值得画家们进一步地深入探究之。”
这段评价与传统绘画理论中对绘画风格
与技法传习所述及的“传移摹写”概念有
所不同，版刻画作的山水与国画笔墨的
表现技法存在差别。中国绘画以写意为
主，突出画作的意境之美，而郑振铎先生
的评价则是将版刻的写景写实性突显出
来，无论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对中国传统
绘画的一般认识，在诸多山水版画之中
依然可见类似中国画课徒稿中的山、石、
树、木画稿的痕迹，但很难说这种学画的
方式与古籍版画的山水园林画之间没有
关系。

此外，古籍版画所依托的中华民族独
特的“物”性载体——木版和纸，与其诞
生、发展和传播有着共生关系。版画以刀
代笔、以木代纸，于立体勾勒与平面拓印
之间实现画面构图的和谐统一。正如鲁
迅所说：“所谓创作底木刻者，不模仿，不
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
刀直干，便是创作底版画首先所必须，和

绘画的不同，就在以笔代刀，以木代纸或
布……那精神，惟以铁笔刻石章者，仿佛
近之。”

留传至今的珍贵古籍版画，是研究中
国古代书籍发展史、插图艺术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历史典
故、民俗服饰、科技军事等留下了大量的
图像资料。我在书中试图以故事为主导，
力求使山水名胜、建筑园林、礼仪、文学与
戏曲等多种题材，建安、金陵、武林、苏州、
徽派、北方版刻等多种流派的版画作品，
焕发出其所处时代和文本场域中应有的
生机。全书从形象的图像入手，试图带领
读者穿越时空去理解古人的思维与生活
方式。当然，在浩如烟海的版画作品中，
依然有许多佳作因作者重复或题材相似
未被选入本书中。那些存世的珍品被置
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
融入中国古代诗文、历史人物故事等内容
中，进行再度诠释，想必是可以给读者以
精神滋养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画历史上，版画就像中国书法
历史上的碑体，“金石顿挫”铸就了它的雄
浑。这正是鲁迅说所的“版画精神”。

（作者：刘洁，系国家图书馆〔国家典
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古籍版刻 百代芸香
○ 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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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版画，人们马上会想到鲁迅和郑振铎，他们对中国版画的

贡献人所共知。依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除去历史悠久、风格多样

等因素外，版画主要是表现人间，表现社会生活。木刻画家们忠实

而且创造性地传达出历代人们的生活与社会面貌，中国古代木刻

画对于历史学家和探索古代文化、古代社会的专家便有了很大的

作用。

通常，中国古代雕版和活字以梨木或枣木材质制作的居多。

日前，借“梨枣”二字，国家典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洁推出《图镌

梨枣——中国古籍版画里的故事》一书。书中百幅作品，以故事为

轴，将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的源远流长娓娓道来。

《一眼千年》

内容简介：陈寅恪，史学大师、中国现代历史学
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作为敦煌学
开先河之人，陈寅恪在这本书里讲述了敦煌国宝的
那些故事：你知道《心经》跟敦煌什么关系吗？流失
海外的敦煌国宝有怎样的前世今生？《长恨歌》《琵琶
行》《秦妇吟》《连昌宫词》原始出处在哪里？原始本
与流传本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
在这本书里发现。

《寻访敦煌遗书》

内容简介：敦煌遗书曾被封藏埋没千年，近代又
几经流散，让几代学人把寻访与破解敦煌遗书所蕴
含的民族历史和人类文明信息奉为毕生为之奋斗的
神圣使命。本书记录了中国学者寻访四散全球的敦
煌遗书的过程，展现了敦煌学者群像。

三十多年前，年轻的方广锠从导师任继愈那里
接手整理北图敦煌遗书的任务后，便把编撰一部汇
聚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基本信息资料的《世界敦煌遗
书总目录》作为毕生目标。

《雪山之恋》

内容简介：丁颜是年轻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她
的故事源源不断，在西北青藏的空旷中，也在城市街
道的拥挤里。她擅长表现人的情感，于是疼痛、遗
憾、纠葛……也是源源不断。她不把情感往热里写，
而是往冷里写，尤其是发生在西北青藏空旷之地的
故事，撕心裂肺的情感在她笔下以冷若冰霜的方式
表现出来。从青藏西北出发，以冰霜般的冷峻笔法，
雕刻情感幽微处的爱与痛，旁观生而为人的庸常与
庄严。

《孩子爱看的西游记》

内容简介：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西
游记》被列为中小学生必读书目，但原著内容晦涩难
懂，孩子读起来有困难，看电视剧可能又会因为理解
能力不够而无法完全领会故事的精髓。这套书是专
门为小读者打造的科普类图书，在故事情节忠实于
原著的基础上，真正从孩子视角出发，以简代繁、以
浅代深，用孩子读得懂的语言、喜爱的插画形式，对
原著做了改编和演绎。

（本报综合）

阅读滋养文明身心
本报记者 陈希子

书是最好的避难所，当人生陷入低谷
时，可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度过人生最黑
暗的时刻，陪你一起走出低迷期，在读书中
一点点变得坚强，当风雨再次来临时，早已
备好避风挡雨的伞，不惧风雨来袭，生活也
会阳光灿烂。

在我们年幼时，认知和分辨的能力还
处在十分薄弱的阶段，此时的道德和文化
教养来源于家庭教育。

而当我们成长为一个个有独立思想的
个体时，读书让我们渐渐学会辨别和吸收
外界的声音，对于那些残渣污垢选择慢慢
将其剔除。随着读过的书越来越多，加之
生活经历的增加，逐步培养了自己的文化

涵养和价值观。
在养成阅读习惯的同时，我们心中也

开始竖立起一座判别是非的天平，度量世
事的得失，度量别人也度量自己。面对外
界的繁杂，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的封闭、自傲、愚昧，是被一本又一
本的书劈开的。它让我学会表达，可以抓
住那些转瞬即逝的画面，偶尔也能描述那
些幽微的感受。让我越来越明白什么才
是重要的，不被任何人的看法和评价左
右。更解答了我的无数困惑，那些怀疑过
的、纠结过的、痛苦过的，在书里，都有答
案。

我是个爱阅读的人，每次读到一本新
书都要在日历上记录一笔，这样，年终的时
候，就知道自己这一年的读书量了。

我的感觉是，当你能忽略身边的一切，
沉浸在一本书为你描绘的意境里的时候，
你能获得身心最大的愉悦，自身的文明修

养也随之有所提升。
清雅的文字在脑海中飞旋，每一次的

阅读都像是一场灵魂的对话与交流。爱读
书的人，应该多读一些有内涵的、能从中获
得思想启迪的书。阅读的过程是享受乐趣
的过程。这种乐趣常常是发自内心的热
爱，会觉得特别舒心与惬意。

当你静静地融入书中时，就会慢慢地
发现，你的思想已不再是别人的跑马场，而
是思维积存下的精神百花园，那里繁花似
锦，那里五彩缤纷。

读书的人，总会严格要求自己，总会趋
向于书中好的一面，不自觉地把书中的道
理、经验运用到生活中，素质教养也就自然
而然地显露出来。

而且，一本好书就是一方净土，就是
一方滋养灵魂的乐园。它们或宁静或淡
雅，或细腻或粗犷，或聪慧或愚直，让我们
的灵魂渐渐在读书中得到升华。久而久

之，书在我们心田播下的种子，会长成大
树，进而连片成林，真正成为我们精神的
栖息地。

尤其当今世界发展变幻无穷，我们永
远也不知道将来会变得怎样，唯一能做的
就是珍惜当下，才不会对未来感到恐惧和
迷茫。在读书中，逝去的是一个人的容颜
和时光，留下的却是文明的气质和涵养，在
岁月中沉淀，气质将会显露无遗。

如果我们愿意把一切交给文字，就能
敞开心扉去拥抱主人公、拥抱历史、拥抱崇
山峻岭。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即使看上去
顽劣不堪，心底也拥有一片净土，把最真实
的灵魂交给书籍。

采访时间：9月11日
采访地点：咸安区三元社区
本期阅读人：辜雅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