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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的鑄字印刷術東傳，不僅全面取代中國木刻印書傳統，更深刻地

影響百餘年來的書籍文化。中國歷時千年的木刻印書文化與技術基

礎，在19世紀遭遇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並在該世紀末被普
遍取代，進一步引發中文圖書文化連串變動。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一書即在探討從基督教傳教

士 1807年來華至 1873年間，60多年間引入西式活字以及創立西式中文

印刷所的過程。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出版的精細之作，並且也

是印刷出版史、中外關係史、文化交流史與漢學史等研究領域，深具貢

獻的傑出論著。

作者蘇精，為英國倫敦大學圖書館系哲學博士，雲林科技大學漢學

所退休教授。主要研究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近代藏書三十家》、

《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上帝的人馬

──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

研究》、《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等書。他根據傳教士的手稿

檔案等第一手資料，從縮微膠捲奮力抄錄了幾十萬字書信內容，大量爬

梳英、美傳教檔案，發掘出不為人知的印刷所歷史、印工故事，並深入

探討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

蘇精教授將 19世紀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國的傳播過程，概分為「討論

與嘗試」、「準備與奠基」、「發展與本土化」三個時期：

一、討論與嘗試時期
從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到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在廣州、澳門及東南亞

各地嘗試各種印刷中文的方式，也比較了其優缺點與可行性。這些討論

與嘗試，主要由最早來華並從事中文印刷的倫敦會和美部會傳教士進行，

並由倫敦會的傳教士決定開始打造常用的西式活字，至於較晚來華的美

國長老會，則購買法國人在巴黎鑄造的拼合活字來使用。這段時期成果

有限。

《鑄以代刻──
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從19世紀西方鑄字印刷術東傳，

全景鳥瞰近代中文圖書的百年變局。

好書介紹出版中心	

書名：《鑄以代刻──傳教士

與中文印刷變局》

作者：蘇精

出版日期：2014年 7月
ISBN：9789863500254
定價：NT$560

臺大出版中心書店：

◆ 校總區書店：
 臺大校總區圖書館地下一樓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營業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8:30∼ 17:00(例假日休息 )
◆ 水源校區書店：
 臺大水源校區澄思樓一樓
 地址：10087臺北市思源街 18
號

 電話：(02)3366-3993 分機 18
 傳真：(02)3366-9986
 營業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8:30∼ 17:00（例假日休息）
◆ 校史館書店：臺大校史館二樓
 電話：(02)3366-1523
 書店營業時間：10:00~16:00
（週二及國定假日休息）

● http://www.press.ntu.edu.tw
● 線上購書：
 博客來 /三民書局 /國家書店



45臺大校友雙月刊／2014年9月號

二、準備與奠基時期
從鴉片戰爭到同治近 30年間，西式中文活字進入實用階段，並奠定了在華傳播的基礎。技術

上不僅繼續以西方傳統工序鑄造中文活字，也以價廉工省的電鍍術大量複製。這段時期西式活字已

充分具備了和木刻競爭的技術與生產條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方法，終於引起迫切需

要學習西方長技的中國人注意，有些官員和士紳階層對此感興趣，甚至購買活字與印刷機來使用。

三、發展與本土化時期
從同光之際到戊戌變法期間，中國內外情勢的變化日亟，知識分子渴望獲得及時訊息並表達意

見，但傳統木刻無法滿足新媒體量大且快速的需求，這讓西式中文活字獲得加速發展的機會，同時

也有中國人開始自行鑄造活字，在這時期取代傳教士成為主力。19世紀結束前，西式活字已明顯

取代木刻成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連帶引起近代中國圖書文化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典藏保存

等各方面的變化。

上述「討論與嘗試」和「準備與奠基」兩個時期，是在 1807年到 1873年，即傳教士主導西式

活字印刷中文的 60餘年；1873年，中國人買下傳教士經營的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重鎮「香港英華

書院」，這項交易可視為西式活字印刷本土化開端。

印刷方式的改變不僅使中國圖書捨棄了本來「中式外衣」，改穿起「西裝」，還進一步在出版

傳播、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各環節連帶轉變。另一方面，作者鉅細靡遺地整理出傳教士所撰寫或印

製的書信、日誌、各種報告和統計等文獻。這些文獻檔

案相當程度顯示傳教士的觀念、做法、所面臨的困難、

解決的方式與獲得的成果，以及來自華人的種種反應和

雙方互動的體驗，是研究早期基督教在華活動的第一手

珍貴史料。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成功地勾勒

出西方印刷術來華，最完整與清晰的全景圖像，我們可

由此瞭解中國圖書生產技術轉變的原貌和過程，以及這

種技術轉變對千年中華文化所造成的長遠、深刻而巨大

的震撼與影響。 （圖‧文／臺大出版中心提供）

圖為英華書院大中文活字印刷的聖經。英華書院是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

在1818年於馬六甲創立，主要負責佈道、教育和印刷出版等工作，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書院的佈道教育部門於1843年遷至香港，
印刷所則先移至新加坡，直到1846年才抵達香港。在19世紀中文印刷由
木刻轉變成西式活字的過程中，英華書院扮演非常重要的活字供應者角

色。（圖文取自《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第七章 香港英
華書院1843-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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