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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

———以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

□何朝晖　李萍

　　摘要　明嘉靖间无锡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保留了关于刊刻进度、生产周期、
雇佣劳动力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论文以该书为例,探讨了明中叶书籍刊刻中不同工种的配置比

例,书版的刊刻效率,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认为书中保留的印刷劳动力信息虽然较为完整,但

并不能体现当时典型的劳动力配置比例;刻书过程中刊版效率存在较大波动,但部分刻工在全力

投入的阶段刊版效率与其他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奇字斋与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松散的,刻工

同时还为其他出版者工作,刻工承接刻书任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从该书提供的信息可一窥明

中叶刻书作坊运作的方式与刻工的从业状态.
关键词　明代　雕版印刷　出版经济　劳动力　生产效率　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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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刻书业中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

刻工工作方式,是中国古代印刷经济史、出版经济史

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前学界关于印刷经济史、出版

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关注书籍价格、广告营销、印数

与市场等方面,对于生产流程、生产效率、劳动力组

织等问题较少措意.在古代雕版印刷的各种劳动力

中,对刻工的研究相对较多.版本学家较早关注刻

工,把刻工作为古籍版本鉴定的一种重要依据① .
对于刻工群体的构成方式、工作状态和个人生活,一
些学者作了有益的探索② .对于雕版生产中的写工、
刷印工、装潢手等其他劳动力,学界虽有一定研究,但

因资料有限,难以深入③ .本文以明嘉靖间无锡顾起

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探讨明代中叶刻

书作坊中劳动力的构成、刻工的分工方式、生产效率

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希望对深入认识中国古代雕版

印刷的生产流程和劳动力组织方式有所助益.

１　顾起经与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
顾起经(１５２１－１５７５),字长济,又字玄纬,号九

霞山人,礼部尚书顾可学嗣子.“素负才气”,由诸生

进补国子监,七赴乡试皆不偶,以国子监生授广东盐

课副提举,兼署市舶,寻署博罗县令,再迁大宁都司

①相关研究有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日本«书志学»１９３４年第二卷第二号、第四号.冀淑英«谈谈版刻

中的刻工问题»,«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３期;«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文献»１９８１年第七辑.何槐昌«宋元明刻工表»,

«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期.李国庆«两宋刻工说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附«刻工人名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明代刻工姓名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②相关成果如杨绳信«从‹碛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２９辑,１９８４年.朱太岩«漫谈写刻工»,«古籍整理

研究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４期.曹之«古籍刻工概述»,«图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５期.侯真平«明何乔远＜闽书＞刻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郭平兴«近代早期湖南刻工与技工研究»,«九江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马培洁«鲍廷博知不足斋刻工研究»,«文献»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汪燕岗«论明代通俗小说版画刻工———兼谈版画刻工研究的学术意义»,«美术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张秀玉«明清徽州刻工的生存

考察»,«出版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王静«＜嘉兴藏＞雕版刻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６年.刘元堂«论北宋版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

«书画艺术»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③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增订版)第三章专论“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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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类笺唐王右丞集»书影

(取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９册第２２６页)

都事,不赴.顾起经仕途不显,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

了编书、刻书上.他的著述十分丰富,据王世贞«顾
参军玄纬先生志略»所载,有几十种之多.其中不少

书带有明显的坊刻气息,很可能带有营利的目的[１].
他刻书的堂号很多,除奇字斋之外,又有奇字馆、祗
洹馆、众芳书斋等①.顾起经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纂、
注«类笺唐王右丞集»,嘉靖三十五年(１５５６)由奇字

斋刻行.
嘉靖时期出版业已经从明代前期的萧条状况中

恢复过来,刻书趋于活跃,为万历时期的繁荣奠定了

基础.«类笺唐王右丞集»反映了嘉靖时期出版业的

特征.该书是最早的王维诗文集注释本,反映了时

人对唐诗的推崇,满足了市场上对唐诗普及性读物

的需求.刻书字体方正规范,笔画末端棱角分明,程
式化风格明显,已基本完成从具有浓郁书法韵味的

手写体到整齐划一的匠体字的转变.(图１)匠体字

的出现,意味着对书版写样者的书法水平要求降低,
同时刊版的难度也降低了,雕版的速度更快.由于

对写手和刻工的要求降低,书坊的劳动力来源更为

广泛,进而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与刊版效率的

提高结合起来,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
«类笺唐王右丞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为卷首,包括«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唐王右

丞年谱»«唐王右丞集外编»«唐诸家同咏集»«唐诸家

题赠集»«凡例»«开局氏里»等等;第二部分为诗集十

卷,另有目录一卷;第三部分为文集四卷,另有目录

一卷②.卷首各部分的次序及在全书中的位置,各
个存世印本不尽相同,可能是不同的印次或重装所

致,但通过各部分后面的题识可以知道刊刻时间的

先后.
该书对于出版经济史最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于

书中关于刊刻过程的较为完整的记录.首先,在卷

首«开局氏里»中记载了参与刻书的写工、刻工和装

潢手姓名.
无锡顾氏奇字斋开局氏里:
写勘:吴应龙、沈恒(俱长洲人)、陆廷相(无锡

人).
雕梓:应钟(金华人)、章亨、李焕、袁宸、顾廉(俱

苏州人)、陈节(武进人)、陈汶(江阴人)、何瑞、何朝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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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类笺唐王右丞集»各卷末著录刻书地点多有不同.奇字馆嘉靖

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刻顾起纶撰、王问辑并评«玄言斋集»,祗洹馆刻

有«小十三经»,顾氏众芳书斋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刻顾起经辑«增编

会真记».
有些藏本文集目录与诗集目录放在书前.文集目录后无刊刻时

间识语,但紧接其后的«开局氏里»后的题识说明了整部书刊刻

的起止时间,故文集目录应刊于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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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王诰、何应元、何应亨、何钿、何钥、张邦本、何鉴、
何镃、王惟寀、何钤、何应贞、何大节、陆信、何昇、余

汝霆(俱无锡人).
装潢:刘观(苏州人)、赵经、杨金(俱无锡人)[２].
其次,除个别情况外,书叶版心均有刻工姓名,

可与«开局氏里»的名单相对照.
第三,在«开局氏里»末的识语中说明了刊刻整

部书的起讫时间;在卷首之末和正文各卷卷末,有识

语记录了各部分的刊刻时间、地点,见表１.
最后,诗集目录之末及某些卷次之末列有校阅

人员名单.
表１　«类笺唐王右丞集»中的识语及对应刊刻时间

卷　次 卷末题识 年 月 日

文集目录、开局

氏里

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

月望授锓至三十五年

六月朔完局

顾起 经 题 王 右

丞诗笺小引

嘉靖卅四年涂月白分

锡武陵家墅刻
嘉靖三十四年 十二月 十五日

唐王右丞年谱

丙辰孟陬月得辛日锡

山武陵顾伯子图籍之

宇刊

嘉靖三十五年 一月 初一

唐王右丞集外编 丙辰挟日刻 嘉靖三十五年 十日

唐诸家同咏集 丙辰上元雕版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 十五日

唐诸家题赠集 丙辰年初月人日付梓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 初七

凡例 丙辰春孟月晦刊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 二十九日

类笺诗集目录
岁丙辰中春上旬顾氏

奇石清涟山院刊
嘉靖三十五年 二月 上旬

诗集卷一
岁丙辰上巳初吉锡山

顾氏刻于待沐园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三日

诗集卷二
丙辰寤月上弦长康外

圃刻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初七或初八

诗集卷三
丙辰春莫浃辰梓于宛

在亭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十二

诗集卷四
丙辰三月旬又八日立

夏顾氏祗洹馆刻
嘉靖三十五年 三月 十八

诗集卷五
丙辰余月四之日小满

刻于对山开卷之阁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初四

诗集卷六 无

诗集卷七
丙辰长瀛几望水木清

华亭刻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十四

诗集卷八
丙辰夏五端三日锼于

木瓜亭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初三

诗集卷九 无

诗集卷十
丙辰皋月下澣之吉端

居静思之堂刊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下旬

文集卷一
丙辰夏首顾伯子付刻

于圜□亭上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月初

卷　次 卷末题识 年 月 日

文集卷二

太岁在丙辰夏孟月尾

锡山顾起经与檇李陈

荣四覆复于青□□ 中

越月乃授之梓

嘉靖三十五年 四月 月底

文集卷三 丙辰端午思玄室刊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初五

文集卷四
岁丙辰日北至夫湫山

人顾起经跋
嘉靖三十五年 五月 十五日前后

李国庆先生从刻工研究的角度评价道:“此本所

载的版刻及匠户资料在明版中十分罕觏”[３].不仅

如此,该书关于刻书时间的记载同样十分珍贵,是研

究雕版刻书周期的很有价值的资料.这两方面的资

料结合起来,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明代中叶书坊的

刻书效率、刻工的工作方式等问题.此外写工、刻
工、装潢手名录是关于书坊劳动力配比的宝贵资料,
校阅人员名录也对我们认识书稿的审定、校对情况

有一定帮助.校阅名录中的人并不一定实际从事书

稿的审读、校对,更有可能只是挂名,因此本文对校

阅情况不作讨论[４].
该书现存嘉靖三十五年顾氏奇字斋刻本多部,

但版心刻工的著录却不尽一致,有的有缺损,可能是

由于印次不同所导致的.为了使研究数据尽可能完

备,本文综合了以下藏本的信息:(１)«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集部第９册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２)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郑振铎旧藏本,索书号１６２９７.
(３)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本,索书号１３５０６.(４)国
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本,索书号０７６２３.

«类笺唐王右丞集»各部分叶数相加,共有５５７
叶,即需刊刻书版５５７块.根据«开局氏里»末题识,
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十二月十五日开雕,嘉靖三十

五年(１５５６)六月一日竣工,工期共１６３天[５].
据表１,该书基本上是按照先后顺序刊刻的,即

刻完一个部分,再开始刻下一部分,而不是各部分同

时开雕.在诗集刊刻的后半段,文集开雕,诗集、文
集的刻版工作同时进行,但在诗集、文集内部,又都

是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的.

２　劳动力配置

«开局氏里»列出“写勘”３人,刻工２４人,装潢

手３人.“写勘”一词表明写工同时承担校对的任

务.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开局氏里»后面有写明该

书刊刻起讫时间的识语,表明这个名单是最后刻上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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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但与书中版心上留下的刻工姓名比对,却发现

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开局氏里»中的顾廉、陈节、陈
汶三人未在版心中出现,而版心上有的何朝宗、夏文

德、夏昱三人则并未在«开局氏里»的名单里.如果

«开局氏里»里的“何朝忠”与“何朝宗”为一人,则仍

有两人未进入最后的刻工名录内.经查验,何朝宗、
夏文德、夏昱三人所刻版面在所有刻工中是最少的,
分别只有６版、２版、２版,这或许是他们未能进入最

终名录的原因.
版心中的刻工人数加起来仍是２４人,因此我们

可以把３∶２４∶３作为«类笺唐王右丞集»出版过程

中写工、刻工与装潢手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否带有

普遍性呢? 笔者搜集了古书刊刻劳动力配置比例的

其他几个案例.洪武十年郑济刻«宋学士文粹»卷末

有题记云,该书共１２万２千余字,６人写样,１０人刊

版,历时５２日竣事[６].嘉靖二十六年刻«嘉靖南丰

浚仪赵氏族谱»,末页有识语:“书林梓人江得成、南
城、杨寿六、黄昭;光版人王四顺;印刷人江志夫;装
订人陈松、胡昇.”[７]１９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伦敦布

道会派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等人到中国传教.起初他们在马

六甲建立了传教基地,从广东招募中国工匠、使用中

国传统的雕版方法印刷中文版«圣经».为了完成

２０００部«圣经»的刻印,需要雇佣９名刻字工、５名刷

印和装订工[８].另据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提供的数

据,如以刷印工数量为１,每批生产古籍２００－５００
部,劳动力配比为:编校１∶缮写２∶雕版４∶刷印

１∶装订４[９].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观察:
(１)刻工在所有工种中数量最多,在劳动力配置

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由于刊版工作量大,技术含

量高,因而所需劳动力数量多.在书籍印刷的成本

中,雕版环节(不含板材)支出的成本所占比例也是

最高的[１０].
(２)写样、校对的人员数量,与刷印、装订大体

相当.
(３)«类笺唐王右丞集»中刻工数量占劳动力总

数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几个例子,其中的原因可能

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顾起经想尽快将该书刻完,推
向市场,在各卷之末记录刊刻时间有可能是这种督

促程限心理的反映.因此他要尽可能多地吸纳刻工

参与此书的刊刻.第二个原因正如下文将要揭示

的,许多刻工并非全力投入«类笺王右丞集»的刊刻.
如果所有刻工都集中力量从事该书的刊刻,就不需

要雇佣这么多的刻工.因此«类笺唐王右丞集»所反

映的刻工数量比例是偏大的.

３　刊版效率

«类笺唐王右丞集»半页９行１８字,一版刻满字

数为１８×１８＝３２４字.诗集双行小字注多,以满版、
全为小字计算,最多可刻６４８字.实际上版面情况

各不相同,大多数都有空白处,也有少量全部刻满的

版面;有全是大字的,有全是小字的,也有大小字混

排的.整版全刻大字与全刻小字的算术平均数是

４８６字.考虑到诗集小字较多,诗集卷数多、每卷叶

数多,我们可大致估算全书平均每个整版刻满大约

为５００字.再减去版面上的空白,我们大致可以假

设每叶实际平均刊刻４２０字.
从整部书的刊刻效率来看,全书共５５７版,乘以

每叶４２０字,共２３３９４０字,工期１６３天,每日平均刊

刻１４３５字.平均到２４名刻工身上,则每个刻工日

均刻约６０字.对照其他文献中关于雕版效率的记

载,其雕版效率是很低的.
上文引明洪武十年(１３７７)郑济刻«宋学士文

粹»,共有１２２０００余字,１０名刻工花了５２天刻完,
平均每人每天约刻２３５字.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重刊

宋嘉泰«会稽志»,有王綖«书重刊会稽志序»云:“洊
付刊手王廷珊、夏存诚等十有五人,端相锓梓.经始

于正月二十五日,落成于九月十日,凡一千六百工.
板五百一十五,幅一千三十.”[１１]可知该书共有１０３０
叶,动用１５名刻工,工期为２２１天[１２].１６００“工”应
为所有刻工的工作日之和.据此可算出平均每个刻

工每个工作日刻０．６４版.若以每版４００字计,每日

刻２５６字.前述米怜、麦都思等英国传教士在马六

甲用雕版方法刊印中文版«圣经»时,曾仔细研究了

雕版技术的生产效率.米怜估计一个好的刻工每天

可以刻出１５０字.麦都思则认为刻工每天可以刻

１００字①.麦都思又估算道,雇佣９名刻工刊刻«圣
经»的２６８９个版面、共计１１６０５４８个汉字,大约需要

三年时间[１３].该«圣经»平均每版约４３２字.一年

６９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何朝晖,李萍

TheLaborAllocation,BlockCarvingEfficiencyandtheCuttersWorkflowinMidＧMing/HeZhaohui,LiPing

① «书籍的社会史»,第２０、２１页.麦都思的估计可能过低,因为按

照这个数字根本不可能在三年内按时完成.若按米怜每日１５０
字的估算,刻字工作两年多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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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３６５日计,则平均每天需刻１０６０字,每个刻工日

均１１８字.
刻工每日所刻字数的多少与字的大小有关,字

体越大,所刻字数越少①.此外还与字体刊刻难度、
刊刻质量要求以及刻工自身的技术水平有关,因此

难以划一,史料中各种记载出现差异属于正常现象.
但刻工每日所刻字数的多少应有一个大致的行业标

准,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内.以中等大小的字体、
一般水平的刊刻质量和普通刻工的水平来估算的

话,根据上引的几则材料,每日刊刻字数大体不出一

二百字的范围.
对照以上记录,«类笺唐王右丞集»每个刻工平

均每天仅刻６０字显然是过少了.刻工们所承担的

工作量很不均衡,参看表２.某些刻工所刻版面甚

少,如应钟、夏文德、夏昱３人所刻版数均不足１０
版,正是这些刻版少的刻工拉低了单个刻工每日雕

版的平均数.
表２　刻工分别刊刻的版面数量

刻工 卷首 诗文集 合计 刻工 卷首 诗文集 合计

何钥 １７ ３７ ５４ 余汝霆 ０ １６ １６

何镃 ２３ ２９ ５２ 何大节 ０ １６ １６

何鉴 ６ ３８ ４４ 陆信 ０ １４ １４

何钿 ２０ ２３ ４３ 何瑞 ７ ７ １４

王诰 ２ ３６ ３８ 张邦本 ０ １３ １３

何应元 ７ ２８ ３５ 章亨 ０ １２ １２

何钤 ４ ２８ ３２ 袁宸 ０ １２ １２

何朝忠 ２ ２７ ２９ 应钟 １ ８ ９

何应亨 ５ ２３ ２８ 何朝宗 ２ ６ ８

何昇 ０ ２３ ２３ 夏文德 ０ ２ ２

何应贞 ０ ２１ ２１ 夏昱 ０ ２ ２

王惟寀 ４ １７ ２１ 佚名 ２ １ ３

李焕 ０ １６ １６ 合计 １０２ ４５５ ５５７

因此考察«类笺唐王右丞集»刻工雕版的效率,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承担任务较多的刻工.如表

２所示,刊刻版面最多的是何钥、何镃、何鉴、何钿４
人.刻版最多的何钥共刻５４版,假设从开工到竣工

何钥每天都在工作,则其刊版效率为:

５４版÷１６３日×４２０字/版＝０３３版/日×４２０字/版

＝１３８６字/日

这个数字与上文所引几则材料的记载基本一

致.在半年时间里刻工每天都出工,可能不一定符

合当时的实际.我们可以把考察时间范围缩小,以
期进一步接近真实.通过观察、统计可以发现,刊刻

诗集卷二、卷三时,所有刻工完成的版面与刊刻起讫

时间之比最高,也就是整体刊刻效率最高.此外从

卷四以后文集也开始开雕,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对诗

集卷二、卷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相对而言比较方便

观察刻工效率.诗集卷一刊刻结束之日是嘉靖三十

五年上巳,即三月初三;卷二结束日期是“寤月上

弦”,是三月初七或初八;卷三结束之日是“春莫浃

辰”,三月十二日.诗集卷二、卷三共９２个版面,从
三月初三至十二共９天,日均刻１０．２２版.参加这

两卷刊刻的刻工有１６人,人均每日刻０．６４版,换算

成字数为约２６９字.具体到某些个人则更高.如王

诰在这两卷中承担了１０版,日均１．１１版,约４６６
字;何钥、何应贞分别承担了８版,日均０．８９版,约

３７４字.这些数字已大大超出了前面几则材料记载

的每日刻字数值的范围,揆之常理,也令人难以

置信②.
这迫使我们考虑另一种可能性:诗集卷二、卷三

很可能并不是等到卷一刻完以后才开始刊刻,而是

之前就已经把写好样的版面分配给各个刻工,即刻

工们在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三日以前就已经开始刊刻

这两卷书版了.因此更好的考察方式是从整部书开

工日期开始,综合考察头几部分的刊刻效率,这样可

以更好地限定工作范围和工作时间,排除其他因素

的干扰.表３对承担版面数量最多的４个刻工,从
整部书开雕到卷三完成,分３个时间段进行了统计,
通过相互对照,力求尽量准确地估算刻工的工作

效率.

７９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何朝晖,李萍

TheLaborAllocation,BlockCarvingEfficiencyandtheCuttersWorkflowinMidＧMing/HeZhaohui,LiPing

①

②

如«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刷印工价并颜料纸张定例»:“刻一寸至一

寸五分大字,每人日刻十二个字;二寸五分至三寸五分大字,每
人一日刻六个;四寸五分至五寸五分大字,每人一日刻四个;六
寸五分至七寸五分大字,每人一日刻三个;八寸五分至九寸五分

大字,每人一日刻二个;如过一尺至一尺四寸大字,每人一日刻

一个.”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下),广陵书社,

２００７年,第６６８－６６９页.
以王诰为例,若每日刻４６６字,以每日工作１２小时计,每小时需

刻约３９字,不到两分钟就需刻出一字,这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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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工作量最大的４名刻工在最初阶段的刊版效率

时间段 天数

何钥 何钿 何镃 何鉴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完成

版面

日均

版面

开工至

凡例刻完
４４ １１ ０．２５ １７ ０．３９ １６ ０．３６ ６ ０．１４

凡例刻完至

卷三刻完
４２ ２１ ０．５ １３ ０．３１ １２ ０．２９ １４ ０．３３

开工至

卷三刻完
８６ ３２ ０．３７ ３０ ０．３５ ２８ ０．３３ ２０ ０．２３

由表３可见,在诗集卷三完成前,这几名刻工的

平均工作量在日均０５版(２１０字)至０１４版(５９
字)之间,总平均数为日均０３２版(１３４字),大体符

合前述几则材料的记载.这应该是较能反映真实状

况的刻工刊版效率数据.这个统计分析也证明诗集

卷二、卷三的部分书版在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初三之

前就已经开雕了.

４　刻工的工作方式

从该书版心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刻工一般

一次连续刻１至４个版面,以２个版面比较常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并非刻完一卷再刻

下面一卷,而很可能是交叉进行.
此外,有的刻工承担的任务多,有的承担任务

少,差距非常大.不同卷次、时间段统计出来的整体

刊版效率很不一致,具体到同一个刻工,在不同阶段

的刊版效率高低之差也十分明显,令人疑惑.比如

按照以版面除以天数的计算方法,诗集卷二、卷三日

均刊刻版面达到１０．２２版;诗集卷四３７版,６天刻

完,日均６．１７版;诗集卷五４８版,１５天刻完,日均３．
２版;诗集卷六、卷七共６３版,１０天刻完,日均６．３
版;诗集卷八２５版,１８天刻完,日均１．３９版.如果

说因为诗集卷四以后文集同时开雕,分去了一部分

劳动力,导致诗集刊刻效率降低,也很难说得通.比

如诗集卷八的刊刻时间主要在四月下旬,同一时间

文集卷二的刊刻在进行,而文集卷二２５版,用时约

２８天①,日均仅０．８９版左右.诗集卷八与文集卷二

刊版效率相加,日均也仅有２．２８版左右,难以和其

他部分相比.就单个刻工而言,表４比较了王诰、何
鉴、何钥、何应贞、张邦本刊刻诗集卷二、卷三时与刊

刻诗集卷四时的刊版效率变化.

表４　单个刻工刊版效率的变化

(单位:版/日)

卷次 王诰 何鉴 何钥 何应贞 张邦本

诗集卷二、卷三 １．１１ １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７８

诗集卷四 ０．６７ ０．３３ ０．５ ０．３３ ０．３３

由上表可见,诗集卷二、卷三刊版效率最高的几

名刻工,在刊刻诗集卷四时生产效率显著下降.刊

刻诗集卷四时,文集卷一有可能已经开始刊刻②,诗
集卷四刊刻效率的下降是否有可能是分心于文集卷

一的刊刻所导致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文集卷一

的刊刻中,何钥、王诰分别承担了５版、２版,其他三

人则均未参与.可见单个刻工的工作效率在«类笺

唐王右丞集»各部分的刊刻中确实呈现出大幅波动

和不均衡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唯一可能的答案是这

些刻工在全书刊刻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力是不均衡

的,有的时候是全力投入,有的时候则并非如此.从

该书的刊刻质量来看,这些人都是职业刻工,而非在

农闲时偶尔从事刻书补贴家用的业余刻工③.职业

刻工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大约是需要保持工作的

连续性的.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刻工分散了他们的精

力,转移了他们的劳动力? 似乎只可能有一种解释:
他们在刊刻«类笺唐王右丞集»前后,还承担了其他

书籍的刊刻.
通过检索«明代刊工姓名索引»,笔者将«类笺唐

王右丞集»中的刻工参与其他书籍刊刻的情况列成

下表.
由表５可见,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至万历二

年(１５７４)的近三十年间,这批刻工以群组的形式参

与了许多书籍的刊刻.从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到嘉

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的十多年,是这批刻工合作最紧

密的时期.他们中间很多来自同一个家族,如何钥、
何镃、何鉴、何钿、何钤,何应元、何应亨、何应贞,很显

然是同族、同辈兄弟.从刻工的组合看,血缘关系是

８９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何朝晖,李萍

TheLaborAllocation,BlockCarvingEfficiencyandtheCuttersWorkflowinMidＧMing/HeZhaohui,LiPing

①

②

③

文集卷一末题识的时间为“丙辰夏首”,即四月初;文集卷二末题

“丙辰夏孟月尾”,即四月底.故大致估计为２８天.
诗集卷四的刊刻时间是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文集卷一是四月

初完成刊刻的,何时开始刊刻不详.两部分的刊刻有重叠的可

能,也有可能并未重叠.
明代建阳,清代广东顺德马冈、四川岳池都有农闲时业余从事刻

书者,甚至包括妇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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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类笺唐王右丞集»刻工参与其他书籍刊刻情况

何

钥

何

镃

何

鉴

何

钿

何

钤

何

瑞

何

昇

何
应
元

何
应
亨

何
应
贞

何
大
节

王

诰

王
惟
寀

余
汝
霆

张
邦
本

章

亨

袁

宸

人

数

嘉靖二十六年

«江阴县志»
U U U U U U ６

嘉靖二十七年华云
太华书院刻«韦刺史
诗集»

U U U U U U U ７

嘉靖三十三年东吴

书林刻«方山先生文

录»

U U U U U U U U U U １０

嘉靖四十年刻«浙江

通志»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１２

嘉靖四十五年

«宋元通鉴»
U U U U U U U U U ９

嘉靖四十五年凌稚

德刻«风笙阁简钞»
U U U U U U U U ８

嘉靖间刻«蠛蠓集» U U U U ４

隆庆三年吴绅刻«便

产须知»
U １

隆庆六年施观民刻

«遵岩先生文粹»
U U U U ４

隆庆间顾氏众芳书

斋刻«增编会真记»
U U U U ４

万历元年顾氏奇字

斋刻«国雅»«续»
U U ２

万历二年施观民刻

«鬳斋三子口义»
U U U U U ５

注:本表信息来自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U表示参与刊刻①.

合作的一种纽带,但这种纽带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

要.这批刻工的籍贯和活动区域基本都集中在太湖

周边、长三角地带,所服务的对象既有顾起经、凌稚

德这样的普通士人,也有曾做过常州知府的施观民

这样的地方官员,他们还为官府刊刻过«江阴县志»
«浙江通志»等方志.如果从«类笺唐王右丞集»算
起,直到万历初年,他们一直在为顾氏书坊刻书,时
间长达２０年.但很明显,这批刻工绝不仅仅只为顾

氏刻书,他们对雇主的选择比较自由、广泛.他们与

顾氏书坊是一种基于特定刻书任务的松散雇佣关

系.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刊刻«类笺唐王右丞

集»时,有的刻工承担的任务很多,有的只承担很少

的版面;有的刻工只在前期参加诗集的刊刻,有的到

后期刊刻文集时才加入进来②;同一个刻工,有时刻

书效率很高,有时同样的时间却只有很少的产出.
多半是因为他们同时在承担其他书籍的刊刻,甚或

是其他雇主分派的工作.他们领受«类笺唐王右丞

集»的刊刻任务,具有一定的间歇性、随意性.

５　几点结论

(１)«类笺唐王右丞集»大体上是按先后顺序刊

刻的,但各部分刊刻又有所交叠.诗集未完成时,文
集已开雕.而在诗集内部,各卷亦不必待前卷完全

刻好后再开雕.
(２)参与«类笺唐王右丞集»刊刻的２４名刻工并

非全程、全力投入该书的绣梓.因此该书«开局氏

里»所列的各工种比例并不能体现古代雕版印刷最

佳的劳动力配比,也并非典型的劳动力配比.如果

所雇刻工全力参与,所需的刻工数量要少得多③.
(３)«类笺唐王右丞集»刻工满负荷下的刊版效

率约为日均１３０余字,与根据其他资料对古代刻工

工作效率的估算大致吻合.
(４)顾氏奇字斋与刻工之间是一种松散的雇佣

关系,奇字斋的刻工队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刻

书任务随时从劳动力市场上招募刻工.这或许是当

时书坊运作的一种常态.
(５)刻工以群组的方式工作,他们往往通过血缘

关系、地缘关系结合起来.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选

择雇主,刻工领受刻书任务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在

同一个时间段内,他们可以为多个雇主服务.这很

可能是当时刻工的一种普遍的从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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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tegorizedAnnotationsofTangPoetWang WeisCollected WorksprintedbyGuQijings
QiziZhaiintheJiajingeraexceptionallyretainedtherichinformationofproductionschedule,circleandlaＧ
borforce．Thepaperprobesthelaborallocation,woodblockcarvingefficiencyandtheworkflowofcutters
basedontherecordskeptinthebook．Theauthorsarguethatalthoughtherecordoflaborforceinthebook
wasrelativelycomplete,itcouldnotreflectthetypicallaborallocationratioatthattime．Thewoodblock
carvingefficiencyhasgreatfluctuations,whilesomecuttersefficiencywasgenerallyconsistentwiththat
documentedinotherhistoricalrecords．Theemploymentrelationshipbetweenthecuttersandtheprinting
shopwasloose．Theassignmentscuttersacceptedwerenotlimitedtoasingleprintingshoporasingle
book．Basedontheinformationprovidedbythisbookwecantakeaglimpseattheproductionorganization
ofprintingshopsandthecareersofcuttersinmiddl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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