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发现 2019.5.13 星期一
首席编辑 陈薇 美编 王晨同

法库传出“四大发明新说”，大量辽代相关传承遗物与史料线索证明

“活字印刷术”乃辽人创造
近 几 年 ， 隶 属 沈 阳 市 的 法 库

县 的 辽 文 化 产 业 做 得 风 生 水 起 。
行走法库，处处可见标识鲜明的
辽 文 化 痕 迹 。 尤 为 引 人 关 注 的
是，法库拟在辽风小镇的文化墙
两端和东湖中学的教学楼墙面上
镶嵌的“字砖”，居然是以整盒的
契丹字模为蓝本制作的。法库想
通过此举告诉世人，闻名世界的
活字印刷术并非产生于北宋，而
是 由 千 年 前 的 辽 人 发 明 创 造 的 ，
当年辽代的印刷术具有令人仰望
的国际领先水平！这一震惊说法
的 诞 生 ， 绝 非 法 库 人 的 异 想 天
开，而是有大量辽代相关传承遗
物与史料线索为证的，是由冯永
谦、黄镛等辽文化专家多年研究
考察，才得出的谨慎论断。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史料存疑

据沈括 《梦溪笔谈》 所载，世
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
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大约在宋仁宗
庆历年间 （1041 年—1048 年）。

遗 憾 的 是 ， 关 于 毕 昇 的 生 平
履历，沈括没有交代清楚，只笼
统说此人是“布衣”，还有人揣测
毕 昇 可 能 是 个 老 锻 工 或 冶 金 匠 。
而且，究竟是“毕昇”还是“毕
升”，这是一个人名字的繁简体两
种 写 法 ， 还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两 个
人 ？ 他 是 中 原 人 、 还 是 杭 州 人 、
四川人？史学界至今争议不休。

有 学 者 指 出 ， 宋 真 宗 当 政
时，民间确实有个叫毕昇的老铁
匠，但毕昇的发明是在宋仁宗庆
历 年 间 ， 一 个 老 人 再 活 上 几 十
年，已近百岁之龄，这样高寿的
老 人 ， 果 真 能 发 明 活 字 印 刷 板
吗？令人生疑。

简 言 之 ， 连 毕 昇 这 个 人 是 否
真实存在，都无确凿证据，又在
这个身份不明者头顶硬罩上“活
字 印 刷 术 发 明 者 ” 的 巨 大 光 环 ，
就难免被外界质疑，说话自然便
底气不足。

更 麻 烦 的 是 ， 前 些 年 ， 某 国
际鉴定组织曾对中国的泥活字印
刷进行了考核。依据沈括 《梦溪
笔谈》 对北宋毕昇所发明的“胶
泥活字印刷”的详细记载，进行
了技术还原，发现泥活字印刷根
本行不通，无法进行印刷，例如
印刷时会出现“泥字破碎”“不牢
固易脱落”“印刷字体模糊不清”

“ 大 片 油 墨 污 染 ” 等 状 况 …… 所
以，该国际鉴定组织自然得出这
样的结论：中国北宋毕昇发明的
泥活字印刷仅仅停留在理论实验
阶段，不过是一个设想，并未实
施推广，更谈不上发明成功！这
便给韩国否定活字印刷术诞生于
中国，提供了口实。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设计院文化
景观研究所所长、沈阳市辽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黄镛表示，虽然沈括在

《梦溪笔谈》 中记载毕昇用泥烧成
活字，用来印刷，但这只是一个记
载，既没有泥活字的实物传下来，
也没有用这种泥活字印刷的东西传
下来，而在韩国清州则发现了印刷
于公元 1377 年的 《白云和尚抄录佛
祖 直 指 心 体 要 节》。 2001 年 6 月 ，
经韩国申请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此印刷品被说成是“世界最
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 年
9 月，由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清州举行了大型纪念活
动，公开承认韩国人在金属活字上

具有世界第一的发明权。但从目前
国内发现的大量传世活字看，活字
印刷术的发明权还是在中国，即便
是金属活字印刷术，中国也要早于
朝鲜半岛至少 250 年！

辽人向四邻之邦
推广活字印刷术

高 丽 活 字 印 刷 术 的 出 现 时 间
晚于中国，而北宋的造字史料又
严 重 存 疑 ， 那 么 ， 唯 一 的 解 释
是：无论是北宋、还是高丽，他
们学到与改进的活字印刷术，都
是从辽朝传过去的！

尽 管 韩 国 拟 将 活 字 印 刷 术 申
遗，并提供了所谓的世界最古老的
金属活字印刷制品，还搞了个金属
活字印刷的技术还原，但据国内辽
史专家考证，早在辽太祖执政时，
辽人就已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印
刷了大量的契丹文、汉文书籍。

据辽史学者裴元博研究，辽人
用了大概八十年的时间，发明了各
种材质的活字并将活字印刷术推向
四 方 ， 其 时 间 顺 序 是 ： 公 元 921
年，石活字出现；公元 938 年，木
活字使用；公元 974 年，泥活字诞
生；公元 1000 年，铜活字铸成。这
期间，大辽王朝通过馈赠、赐予、
贸易等方式把这一高端科技成果推
广至周边邻邦，如北宋、西夏、高
丽、日本及那沙等中亚国家。

裴 元 博 表 示 ， 大 辽 邻 国 所 接
受的活字印刷术各有区别，如宋
朝 的 毕 昇 学 会 的 是 泥 活 字 印 刷
术，西夏人在域内试行的是木活
字印刷术，高丽人承接的是铜活
字 印 刷 术 ， 直 到 德 国 人 谷 登 堡

（1400 年—1468 年） 研制出铅合金
活字和木制印刷机，才开创了印
刷机械化的先河。

高丽人来辽朝学习中华文化，
获得大量印刷品，并将活字印刷技
术带回朝鲜半岛，这在辽代史料中
是多有暗示的。《辽史·圣宗纪》
载：统和十三年十一月，高丽遣童
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开泰六年十
二月，归州言其居民本新罗所迁，
来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
请”。《辽史·道宗本纪三》 载：咸
雍八年 （1072 年），“赐高丽佛经一
藏”，著名的 《慧琳音义》 即由此
时传入高丽……这些记载说明，辽
人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间远早于高
丽人，高丽人自称独创的铜活字，

应是辽王朝多次赏赐和高丽赴辽留
学生借鉴吸纳的结果。因此，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权颁给韩国，实在是不够严谨，更
难以服众。

辽 朝 的 活 字 印 刷 术 不 仅 早 于
高丽，也早于北宋，因为辽朝建
国比北宋早近半个世纪，辽发明
石 活 字 印 刷 术 时 ， 北 宋 尚 未 建
国 。 如 果 说 活 字 印 刷 术 的 发 明 ，
北宋早于辽国，不仅时间上理不
清，逻辑上也说不通。

各类精美活字
遍布大辽腹地

辽国早于北宋、高丽等国至少
百余年，率先发明活字印刷术，是
有大量历史遗物为证的，这就是遍
布大辽腹地的各类活字、印刷品，
特别在今辽西与内蒙古赤峰一带，
辽代的各类活字尤多。

2010 年 6 月 22 日，在“契丹文
明密码解读文物精品展”上亮相的
辽代石活字有九箱一万二千九百六
十字。这之后，又先后传来北京收
藏家王加勋倾巨资搜购到三箱辽代
铜活字两千八百八十字、两箱辽代
泥活字一千余字，梅华搜购到三盒
辽代木活字八百四十字的消息。以
前专门研究古籍善本的王加勋先
生，还从民间收藏品中拣选爬剔出
一批据他讲是辽代雕版与活字印刷
的汉文或契丹文的印刷品，其中有
佛经、医书、兵书、春宫图、科举
用书等。

据 裴 元 博 、 于 志 勇 等 学 者 推
测，契丹大字整理颁行于太祖神
册五年，即公元 920 年，当时称为

“国字”。据 《辽史》 记载，太祖
生前就已经用“国字”印制出普
及契丹大字的 《字书》 和部分儒
家经书，时间大约在公元 921 年。
目前发现的这九箱含众多契丹大
字在内的辽代石活字，很可能是
中国最早的活字实物，若推论成
立，那么，辽代 《字书》 便是已
知的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石活字
印刷典籍，比所说的宋代毕昇的
泥活字发明要早至少 120 年。作为
中国古代最早用少数民族文字印
刷的书籍，大辽 《字书》 比西夏
文木活字版印佛经 《吉祥遍至口
和本续》 早了近 300 年！尽管因战
乱，《字书》 没有流传下来，但所

幸印刷 《字书》 的辽代石活字得
以保存至今，实乃不幸中的万幸。

辽 代 石 活 字 应 是 活 字 印 刷 术
的 源 头 ， 石 活 字 直 接 源 于 印 章 ，
是 受 印 章 刻 制 的 启 发 而 产 生 的 。
辽上京附近盛产巴林石，巴林石
质 细 腻 ， 硬 度 却 比 一 般 印 石 软 ，
宜 于 治 印 或 雕 刻 ， 为 上 乘 印 料 ，
很多辽人的印章，都是以巴林石
刻制的。于是，辽人就地取材把
印书需要的字都刻成一个个大小
相同、高矮相同的巴林石单字印
章 ， 然 后 把 它 们 按 书 籍 内 容 排
列，分段起首用空白字填充，把
它们固定在结实的框架内，字下
用 毛 毡 垫 平 ， 上 面 用 平 板 压 平 ，
四 周 再 用 楔 形 板 条 使 字 牢 牢 固
定，使活字结合成一块平整的活
字雕版，上面涂好墨，就可以反
复 印 书 了 。 先 进 的 印 刷 方 法——
石活字印刷术，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诞生的。

石 活 字 虽 然 可 以 印 刷 ， 并 为
印 刷 辽 代 典 籍 做 出 了 重 大 贡 献 ，
但随着大辽文化的发展，印刷典
籍的需要量急剧增长，石活字开
采刻制费工费时，成本过大的弊
病逐渐显现，在这种背景下，辽
代泥 （陶） 活字应运而生。

目 前 发 现 的 辽 代 泥 活 字 ， 不
少字模浑身粘满腐泥似的黑色包
浆 （据 推 测 ， 可 能 是 干 结 的 墨
迹，即炭粉），其貌不扬，形状为
边 长 与 高 均 为 17 毫 米 的 正 方 形 ，
约等于现代的特号铅字。

此 时 的 辽 代 活 字 印 刷 术 ， 已
形成两个产生过程完全不同的体
系 ， 一 个 是 雕 刻 法 ， 一 个 模 铸
法，都分别向更轻便更迅捷更易
制的方向发展。不久，大约在辽
景宗保宁年间，雕刻法就开始了
木活字的制作。辽代木活字大多
以香柏雕制，这是鉴别辽代木活
字 的 重 要 依 据 ， 从 目 前 王 加 勋 、
梅华等收藏家手中购藏的几盒木
活字看，基本都是用古香柏木雕
制的，加之深沉自然的包浆，经
专家鉴定应是辽代木活字真品。

由 于 泥 活 字 、 木 活 字 的 发
明，极大地推动了辽代印刷业的
发展，到辽圣宗统和初年，大辽
五京内基本都有了专业从事印刷
事务的书店 、铺子等，各大寺庙
也都有了自己印刷佛经佛书的作
坊 。 辽 代 的 木 活 字 各 种 字 号 齐
备，各种佛像、世俗人物插图版
都镂刻的精细入微，显示了辽代
活 字 印 刷 术 已 进 入 成 熟 繁 盛 阶
段。这时，象征活字印刷术顶尖
技术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已悄悄向
大辽国走来。

大 约 在 辽 圣 宗 统 和 年 间 ， 精
美的辽代铜活字横空出世！据推
测，铜活字的制作，应是参考了
泥 （陶） 活字模铸法和先进的铸
钱工艺综合研制的。仅以目前发
现的一枚铜活字为例，其铜质应
为 辽 代 铸 钱 惯 用 的 高 铜 三 元 合
金，锈色为生坑红斑绿锈，用高
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锈已呈入骨
状态，由其铜质的氧化腐蚀情况
看，铸成时间已达千年。

这 些 材 质 各 异 的 大 辽 活 字 不
是出自辽代墓葬，它们也不适合
做随葬品，而是来自辽代城市遗
址与辽塔。如王加勋先生收藏的
辽代泥 （陶） 活字便出自一座荒
芜的辽塔，总数约十七八盒，伴
随辽代泥活字一起出土的，还有
两盒千余枚古代不知名文字的泥
活字，据有关专家辨认，认为可

能是古回鹘文。拾得辽代铜活字
的 内 蒙 古 牧 民 不 识 它 们 为 何 物 ，
随手抛弃，散失了不少，剩下的
被当作废铜卖给了收破烂的，收
破烂的发现铜块上有字，就转卖
给收古董的，收古董的把这些铜
活 字 当 作 古 代 印 章 卖 到 了 北 京 、
天津等地的古玩商店，古玩店一
直将其当作契丹花押印对外销售。

近 些 年 ， 山 西 应 县 佛 宫 寺 释
迦塔 （俗称应县木塔）、河北丰润
天宫寺塔、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
庆州释迦佛舍利塔 （俗称庆州白
塔），共发现 309 件辽中晚期佛教
印刷品，虽经初步鉴定认为是雕
版印刷，但据裴元博分析，里面
应混有活字印刷品。

活字印刷产权归辽
学者呼吁正本溯源

既 然 千 年 前 的 辽 人 发 明 了 活
字印刷术，为何发明权先被北宋
毕昇、后被高丽人所占？为何关
于这一伟大的辽代发明，后世鲜
有提及？辽宁资深考古学家冯永
谦 认 为 ， 辽 代 发 明 活 字 印 刷 术 ，
却后世无闻，主要是因为辽代书
禁 极 严 ， 当 时 各 种 书 籍 不 准 出
境。辽朝统治者把契丹文字视为
国家机密，只用于刻纪功碑、符
牌 、 符 祝 、 钱 币 、 墓 志 、 祭 文 ，
殉 葬 器 物 铭 文 、 诸 部 乡 里 之 名 ，
写诗译经书等，如此一来，活字
印刷术基本只能印 《契丹藏》 等
佛经，把原来准备用于全民使用
的契丹文字缩小到仅限于统治阶
级 上 层 内 部 使 用 ， 辽 人 发 明 的
石、泥、木、铜活字，就很难被
大量投入印刷，印出的少量印刷
品估计也已毁失殆尽，能流传至
今的辽代文字印刷品、特别是契
丹文的活字印刷品，其珍贵程度
犹如凤毛麟角，致使辽代的典章
书籍失传，只字皆无，因此也使
活字印刷术之事外界不知，故而
无闻了。

此 外 ， 金 灭 辽 后 ， 金 朝 对 辽
代的文化遗存、史料文献进行了
惨烈破坏，再加上大量辽人远走
他乡，融合汉化，丧失了民族本
体性，也便逐渐失去了捍卫自身
文化的话语权，在活字印刷术一
项 上 ， 被 宋 人 、 高 丽 人 后 来 居
上，反客为主，也就是再自然不
过的事了。

冯永谦补充说：“辽代发明活
字印刷术是有基础的，中国早在
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就铸有技
术难点极高的多字铭文。春秋战
国时期带有文字的铸币在各国兴
起，而独步世界为外国所无的印
章 也 同 时 出 现 ， 一 路 发 展 下 来 。
仅就印章说，就有铜、陶、玉等
不同的材质，普遍流行于当时社
会，朝廷官印、个人名章、押印
等，不仅有刻的，更有铸的，治
印与制印刷的模字，仅是用途扩
展，一步之遥。辽朝受高度发展
的唐文化影响，因此辽朝创制出
印 刷 的 活 字 ， 应 是 意 料 中 之 事 。
尤其现在，我们见到了辽代的铜
活字，铸制精致，技术成熟，文
字 量 大 ， 不 仅 有 汉 文 、 契 丹 大
字 、 契 丹 小 字 ， 而 且 还 有 西 夏
文，这些不同文字的铜活字，确
为辽代遗物，从而就更可证实了
这一点：千年前的大辽国，才是
活字印刷术的起源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
记者 张松

辽代契丹、汉文、西夏文铜活字与字盘。 冯永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