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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书业广告 

范 军 

摘 要: 宋代书业广告是在唐代书业广告的雏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受到当时经济

文化环境的影响。两宋时期的图书广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广告意识更加明显，广告内

容更加丰富，广告载体更趋稳定，版权保护与广告宣传互为表里。 

关键词: 出版史 宋代 书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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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刻如：饶州董应梦集古堂绍兴三十年（1160）刻《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有牌

记曰“饶州德兴庄溪豢龙应梦集古堂善本”，各卷后多有刊语，其文不一；南宋初刻《中

说》，目录后有牌记曰“隐士王氏取瑟堂刊”；婺州市门巷唐宅南宋初刻《周礼注》，卷

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卷四卷十二后有“婺州唐奉议”牌记；汉郑玄注《礼

记》二十卷，卷一和卷五后均镌有“婺州义乌酥溪蒋宅崇知斋刊”长方双栏牌记，从内容

到形式与《周礼注》均极相似；婺州吴宅桂堂乾道间刻《三苏文粹》，目录后有牌记“婺

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行”；建安黄善夫庆元间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后汉书注》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各书后均有正书牌记“建安黄氏刻梓”；建安刘元

起庆元年间（ 

1195~1200）刻《汉书注》，目录后有牌记曰“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

立宅南宋中叶刻《唐书》，目录卷上后有牌记曰“建安魏仲立宅刊行，收书贤士伏幸详

鉴”；开禧元年（1205）刻《童溪王先生易传》三十卷，作者王宗传自序后镌有牌记“建

安刘日新宅锓梓于三桂堂”。 

  坊刻如：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建炎三年（1129）前刻《文选五臣注》卷三十后有“钱

唐鲍洵书字  杭州猫儿桥河东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二行；建宁黄三八郎书铺乾道五年

（1169）刻《巨宋广韵》序后有“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一行；临安府洪桥子陈

宅书籍铺刻《李丞相诗集》卷上末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牌记一行；

建安江仲达群玉堂刻《二十先生回澜文鉴》目录及二十先生行实后均有木记云“建安江仲

达刊于群玉堂”。 

  这类见诸题记、牌记的简短广告具有近似于现代商标和招牌的作用。两宋时期的书业

广告除了沿袭唐五代的传统以外，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这和当时大的经济文化背景有着密

切的联系。如果说唐代是我国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巅峰期，那么宋代则是我国封建社会承

前启后的转折期。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和科

技却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他把宋代的转折称为一次“复兴”和一次“商业革

命”。在经济方面，宋代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奖励生产的措施，使封建

经济从唐末的破坏中得到恢复，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复苏与发展，促使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

展，商品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随着坊市束缚的打破，住宅和商业区的围墙被

拆除，可以在大街小巷临街开设店铺，形成居民住宅与商业店铺混杂交错的格局，商业活

动有了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广阔的天地。茶坊、酒楼、饭馆、客店、书铺遍布街头巷尾，生

意兴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沿河许多店铺间就有一家书铺，店主正在和顾客

交谈。另有写着“不误主顾，诸般鱼行”“只此一家”的野味店，招牌广告意味甚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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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有的幌子、酒旗、灯笼广告各显其能外，随着新兴都市的发达繁荣，各类招牌、店堂

装饰、音响广告与印刷广告，都有了新的进展。

  这里要特别谈谈当时的印刷广告和广告画。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利用，具有近代广

告特点的印刷广告在北宋时期出现了。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所用的广告

铜版雕刻，是研究我国商标与广告的珍贵文物。该铜版宽12.5厘米，高13厘米，上面雕着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标题，中间是“白兔捣药”图案，图案左右标注“认门前白兔儿

为记”，下方则刻有说明商品质地和销售办法的广告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

针，不偷工，民便用，若被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此铜版的印刷品既可用作针铺的

包装纸，也可做招贴画。这个图文并茂的广告铜版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比

西方公认的最早的印刷广告——1473年英国第一个出版商威廉·凯克斯顿为宣传宗教内容

的书籍而印制的广告还早了几百年。更加纯粹的广告画我国至少在南宋时期即已成熟。当

时有一幅推销“眼药酸”的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的演员，一人用手指着右眼，

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一瓶眼药酸请他使用。这幅广告画形象生动，情趣盎然，类似

今日电视中的某些镜头。 

当时，与出版密切相关的笔墨纸砚也有类似广告的宣传文字出现。造墨最基本的材料是松

烟，或桐油的油烟，而松烟尤佳。宋贵黄山松。据说“黄山松丰腴坚维，与他州不类”，

故有的徽墨锭就有“黄山松烟”字样。 

  置身于当时商品经济浪潮中的书业广告，无疑也会与时俱进。都城开封相国寺东门大

街一带，是书坊的集中之地，有的门前高挂“兑（悦）客书坊”的红边白布市招，有的还

写上“发兑古今书籍”字样。书商们想尽办法来推销图书，有的用变相赌博兜售书籍；有

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南宋的著名书商陈起，出版的

书不仅价格低，而且买书可以赊欠，又“赊书不问金”；买不起的可以借看，所谓“成卷

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正反映了待人厚道、事母至孝的品德，也体现了他作为

书商的灵活。宋代书业中的文字类广告也是有所发展的。这里我们引录一则宋淳祐年间

1241~1252）建阳朱士全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的牌记：源流至论一书，议论精

确，毫分缕析，场屋之士得而读之，如射之中乎正鹄甚有赖焉。先因回禄之余，遂为缺

典。本堂今求到邑校官孟声董先生镛抄本，欲便刊行，惟恐中间鲁鱼亥豕者多，更于好事

处访购到原本，端请名儒重加标点，参考无误，仍分四集，敬寿诸梓，嘉与四方君子共之

幸鉴。 

  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高考用书广告。时至宋代，出版业广告宣传意识更加自觉，广告

内容更加丰富，广告形式更加完备，广告意识与版权保护意识相互结合，互为表里。而书

业广告的流弊也开始出现。对两宋图书广告的新发展、新特点，将在下面展开论述。 

二、两宋书业广告的特点 

  两宋时期的书业广告与唐五代相比，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对前代的沿

袭，前面已经谈过。这里重点讲讲发展的一面和特点。 

  （一）广告意识的自觉 

  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会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广告行为。从春秋战国到唐五代，经

济广告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口头广告、实物广告、标记广告，还有前面提过的悬帜广告、

悬物广告、商品命名广告等。应该说，这多种多样的广告活动是有其广告意识作基础的。

  就图书来说，周秦时期还未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当时的书籍传播形式主要是朝廷赠

赐、父子相传、师徒授受。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官书散入民间及传抄与仿制的图书流通

形式。书肆的出现是在西汉，从此书籍作为商品在社会上买卖。至南北朝，书籍仍处于写

本阶段，抄写活动频繁，书籍流通活跃，抄写纸书（“佣书”）与贩卖书籍（“贩书”）

都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纸的普及，雕版印刷的发明和使用，图书的复

制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最初的书籍广告应运而生，书业广告意识的萌发也于此时出现。

  唐末五代我国已进入印本书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生凋敝，雕版印刷未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能全面推广，因而我们见到的北宋初期的书籍广告和唐末五代差不多。但随着北宋前期社

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雕版印刷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刻书单位急剧增加，官刻、

坊刻和私刻齐头并进，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流通网络，印本书的品种和数量迅速增长，终

于取代写本书，成为图书流通的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者的广告意识更加自觉。这

里且另举数例：宋四川刻本《六家文选》序后牌记云：“此集精加校正，绝无舛误，现在

广都县 

北门裴宅印卖。” 

  宋佚名无年号刻《东莱先生诗武库》目录前有牌记云：“今得吕氏家塾手抄武库一

帙，用是为诗战之具，固可以扫千军而降勍敌，不欲秘藏，刻梓以淑诸天下，收书君子，

伏幸详鉴。谨咨。” 

  宋崇川刻本《扬子法言》序后牌记云：“谨将监本写作大字刊行，校正无误，专用上

等好纸印造，与他本不同。收书贤士幸详鉴焉。” 

  清代丁申《武林藏书录》卷末有宋杭州沈二郎经坊广告： 

  本铺将古本《莲经》，一一点句，请名师校正重刊。选拣道山场抄造细白上等纸札，

志诚印造。见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

额，请赎。谨白。 

  这些牌记、刊记中的广告，与唐末五代和宋初的书籍广告雏形已有明显区别。或以

“精加校正，绝无舛误”相标榜，或以“可以扫千军而降勍敌”的“诗战”之“秘藏”相

煊示，或以当时刻印最精良、声誉最好的“监本”作号召，或以强调标点句读为特色。有

的还不忘宣传字号之大，用纸之精，有的末了还告诉读者印卖的地址。至于称收书者为

“君子”“贤士”(其他广告中也有称“英杰”“俊杰”等的)，用“幸详鉴焉”“谨咨”

之类的礼貌用语，更可见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意识。 

  (二)广告内容的丰富民唐代和宋初的书籍广告还只是雏形，内容大多比较简单。宋初

以后特别是到南宋时期，图书广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完善。如南宋绍熙四年

(1093)吕祖谦编注《新校正老泉先生文集》，目录后方形行草书的大牌子，则分十行，有

一百六七十字，相当于一篇刻书序跋。 

  咨文式广告。用以介绍刊刻底本、校勘水平等，前举《东莱先生诗武库》即属此 

类。再如福建路转运司刻本《太平圣惠方》刊记称： 

  福建路转运司今将国子监太平圣惠方一部一百卷二十六册，计三千五百三十九板，对

证内有用药分两及脱漏差误共有一万余字，各已修改开板并无讹舛。于本司公使库印行。

绍兴十七年四月 日次。 (ID: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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