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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朦初及其家族的刻书经商活动

赵红娟

摘 要 明末 17 世纪中叶前后
,

凌檬初及其家族的套版刻书活动非常活跃
。

现基本上能确

定是凌刻的书有 52 种
,

约 4 30 卷 ;另外
,

很可能是凌刻
,

但未经确认或不能确定的有 18 种
,

约 2 30

卷
。

这些套印本内容遍及经
、

史
、

子
、

集四部
,

基本上是刻印精美
,

校佛精 良
,

所用底本
、

纸
、

墨俱善

的善本
。

凌氏套版印刷迎合了当时文学批点的风气
,

为广大读者
、

收藏者所喜爱
,

既森得了一定的

商业利润
,

又为文化普及和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关镶词 凌像初 凌氏家族 套版刻书 商业活动 文化贡献

在晚明经商热潮的推动下
,

举业蹭蹬的凌漂初继承 了家传的雕版刻书之业
,

成了一名书商

老板
。

为了追求商业利润
,

在凌檬初的努 力下
,

凌氏家族创立了以慎选底本
、

刊刻精美著称的
“

凌版
” ,

从而森得了一个相当广大和稳定的书籍销售市场
。

由于商业利润的驱使
,

他们在刻书

经商活动中也时有投机取巧行为
。

尽管凌氏刻书存在着一些缺点
,

但是他们对历史文化的保

存和传播
,

特别是在普及文化
,

满足群众需要以及促进印刷术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一
、

凌漾初从商的背景

凌朦初生活的晚明时代
,

社会生产力已达到 了一个新的水平
。

手工业 已从农业中大量分

离出来
,

在一部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中
,

雇佣关系代替了封建工役制和行会制
。

商品经济有了

进一步发展
,

商品种类繁多
,

流通广泛
,

商业资本非常活跃
。

随着手工业和商品流通的发展
,

大

批工商业城镇在全国兴起
,

三十万以上人 口 的城市全国有二三十个
,

在这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

城市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

随着工商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思想观念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由于商业获利丰厚
,

适应 人们急切追求财富的心理
,

当时社

会产生了一般重商风气
。

从区域特点来看
,

凌檬初 的家乡杭嘉湖一带
,

由于得风气之先
,

商业经济发 展尤为迅速
。

杭州
“

为水陆之要冲
,

盖中外之走集
,

而百货所揍会
” , “

衙巷绵亘数十里
” , “

车毅击
,

人肩摩
”

(明

万历 (杭州府志 )卷三十四 )
,

商业十分繁荣
。

嘉兴
“

近镇村坊
”

都以
“

丝绸为业
” , “

机抒轧轧相

闻
,

日出锦帛千计
”

(清乾隆 (杭州府志 )卷五十三引万历 (临安县志 ) ) ;湖州
“

隆
、

万以来
,

机杆之

家
,

相沿此业
,

巧变百出
”

(清乾隆 (湖州府志 )卷四十一引《双林志》 )
,

民间丝织业都很发达
。

湖

州的桑农不仅
“

多自栽桑
” ,

还
“

豫租别姓之桑
,

俗曰
`

稍叶 ” ’

(朱国祯 (涌幢小品》卷二 )
。

这类似

于现代的商品期货
, “

稍者先期约用银四钱
,

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
,

再加杂费五分
” 。

如果本地

桑叶不足
,

他们
“

又贩于桐乡
、

洞庭
,

价随时高下
,

倏忽悬绝
”

(以上两处引文均同上 )
。

这种
“

稍

叶
”

和桑叶市场的出现
,

说明湖州植桑业的商品化程度已很高了
。

当时湖州丝和丝织品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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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频繁
,

出产的包头绢
, “

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
,

里人贾餐他方
,

四时往来不绝
”

(清乾隆 《湖州

府志 )卷四十一《物产 ) )
。

可见当时凌朦初的家乡及附近一带
,

商品经济繁荣
,

经商已是蔚然成

风
。

在这种经商风气的带动下
,

杭嘉湖一带的儒士们逐渐地认同了商业意识
。

他们在追求科

场功名的同时
,

也力求获取商业利润
,

形成了儒商并重的文化氛围
。

虽然
“

学而优则仕
”

的信条

仍在他们的理念中占绝对优势
,

但能踏上仕途的毕竟有限
,

许多困于寒窗苦读窘境的儒生
,

为

了避免科场失利的痛楚
,

增添生存所需的经济收入
,

而把眼光投向了商界
。

虽然全身心地投入

商品经销
,

对大部分饱受儒学熏陶的士子来说觉得有失体面
,

但如果把文化才华纳入商品流通

领域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
,

便很符合他们的心理
:

既能保持儒雅的风度
,

又能得到实利
。

因此

有相当数量的儒生发挥自身文化素养的长处
,

接受私人请托
,

撰文作诗
、

题写匾额
、

写真绘画 ;

或参加书籍的编撰
、

评点
、

刻印
、

校对等工作
,

来获取相应的报酬
。

有些有刻书的经济实力和技

术条件的
,

甚至 自己当老板
,

开设书铺和刻印工场
,

以获取利润
。

如减惫循就在长兴锥城设有

刻印工场
,

撰写
、

编选和刊刻了《元曲选》
、

(古诗所》
、

《唐诗所》等许多著作
。

与凌氏同里的阂齐

极经营的套版印刷业不仅限于本地
,

在南京也有分所
。

著名的阂版 (会真六幻 )十二卷和 (绘

孟 )七卷就是他在南京刻的
。

另外
,

湖州地区还具有河网地带所特有的湖州书船
。

它们集贩运
、

销售于一体
,

凡是船只

可到的太湖流域的城镇
,

都有它们的身影
。

经营书船业的多为靠近太湖的织里及附近郑港
、

狄

港等地村 民
。

他们船中载书
,

浮家泛宅
,

南至钱塘
,

东抵松江
,

北达京 口
,

出入于士大夫之 门
。

所在之处
,

常得主人礼遇
,

客之末座
,

号称书客
、

书友
。

他们袖笼书籍
,

按顾客需求和书的质量

讨价还价
,

售书图利
。

路工 <访书见闻录 )就 说
: “

湖州一带贩书商人
,

一船一船满载古籍送到七

里桥毛晋的家 门口
。 ”

明嘉靖
、

万历后
,

随着书船业的兴旺
,

据清
·

戴璐《吴兴诗话》及别的笔记小

说提到
,

除书船能直接抵达的城镇外
,

远至金陵
、

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
。

他们结成

销售网络
,

参与当地书籍出版
、

销售的竞争
,

并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地区编纂刻书业的繁荣
,

出现

了花林茅氏
、

推城减氏和最舍凌氏
、

阂氏等著名刻书世家
。

、

凌檬初正是诞生在湖州著名的刻书之乡— 晨舍
。

据周越然《书谈
·

套印书 ) 记载
,

晨舍

凌
、

阂
“

两家 当日
,

席丰履厚
,

其贤者伏居乡里
,

不间世事
。

诵诗读书之余
,

专以刻 书相竟
”

( 见

(小说月报》
,

1 9 3 6 年第 22 卷第 7 期 )
。

凌朦初的父亲凌迪知
、

叔父凌稚隆曾经编纂刻印过 (国

朝名世类苑 ) 四十六卷
,

《文选锦字录》二十一卷
,

《史记评林 )一百三十卷
、

《汉书评林》一百卷
、

(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附 (氏族博考 )十四卷等大部头著作
。

为了刻 印书籍
,

凌家雇用了许

多刻工
,

就明万历三年 ( 1 57 5 年 )刻的 (国朝名世类苑) 的下书 口记载的刻工就有张擞
、

章右之
、

沈玄易
、

夏邦彦
、

王伯才
、

仇明
、

彭夭恩
、

赵应其
、

计万言
、

计万铿
、

顾汝加
、

顾成
、

郭昌时
、

钱世英
、

顾植十五人
。

这些卷峡浩繁的书籍的刻印
,

充分显示了凌家雄厚的刻书基础
。

正是在这种家

庭背景之下
,

在家乡浙江及南北国子监先后四次考试均只中副榜的凌檬初
,

遂一度萌生了放弃

科举入仕之念
,

而走上了刻书弩书的经商之路
。

二
、

凌氏家族 的刻书活动

凌檬初的父辈虽然编纂刻印了不少书
,

但凌氏经营套版印刷则是从凌檬初开始
。

除凌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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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外
,

参与凌氏套版印刷的有凌派初
、

凌澄初
、

凌毓榕
、

凌启康
、

凌云
、

凌弘宪
、

凌性德
、

凌杜若等

二十多人
。

据陶湘 (明吴兴阂版书 目 )统计
,

明亡前的二十多年中
,

晨舍阂
、

凌二家套印本有

1 1 7 部 1 4 5 种
。

台湾李清志在 (古书版本鉴定研究 ) 中则认为不下 30 0 种
。

在这些套色书籍

中
,

现基本上能确定是凌檬初所刻的有
:

1
、

(琵琶记 ) 四卷
,

元高明撰
,

王文衡绘图
,

凌檬初凡例
,

西湖三珠生跋附白云散仙序
,

明万

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2
、

(西厢记 》五卷
,

元王德信
、

关汉卿撰
,

凌檬初评 ;
<解证 》一卷

,

凌檬初撰 ; (会真记》一卷
,

唐元棋撰 ;( 附录 》一卷
。

有王文衡绘图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3
、

(红拂传》四卷
,

有 (虹髯客传》
,

凌檬初撰
,

汤显祖评
,

凌玄洲校
,

凌玄观题
,

王文衡绘图
,

明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4
、

《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
,

唐李贺撰
,

宋刘辰翁评
,

杜牧序
,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
,

凌檬初跋
,

凌毓梢校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5
、

(李诗选》五卷
,

唐李 白撰
,

明杨慎
、

张含选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6
、

(圣门传诗嫡家 )十六卷附 (申公诗说 》一卷
,

凌檬初撰并识
,

潘湛
、

凌深同订
,

明崇祯四年

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7
、

(诗经 )不分卷
,

明钟惺批点并序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8
、

(东坡先生禅喜集 )十四卷
,

宋苏轼撰
,

明冯梦祯批点
,

凌檬初增辑
,

陆树声序
,

陈继儒序
,

冯梦祯序
,

唐文献跋
,

明天启元年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9
、

(周礼训笺 )二十卷
,

吴兴潜斋先生训笺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10
、

《选诗》七卷
,

梁萧统辑
,

明郭正域批点
,

凌檬初辑评有序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1 1
、

(陶靖节集>八卷附录一卷
,

晋陶潜撰
,

宋汤汉笺注
,

凌南荣校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

本
。

12
、

(苏长公小品》四卷
,

宋苏轼撰
,

明王纳谏评
、
明万历凌朦初朱墨套印本

。

1 3
、

(东坡先生书传 )二十卷
,

宋苏轼撰
,

凌檬初辑评并序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14
、

(维摩洁所说经 )十四卷附 (释加如来成道记》一卷
,

姚秦三藏法师鸿摩罗什译
,

(成道

记》题唐太原王勃撰
,

明万历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1 5
、

(孟东野诗集) 十卷
,

唐孟郊撰
,

宋天台国材评
,

附刘辰翁评
,

凌檬初跋
,

明凌檬初朱墨套

印本
。

16
、

(王摩洁诗集》七卷
,

唐王维撰
,

宋刘辰翁评
,

附顾磷评
,

明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17
、

(孟浩然集》二卷
,

唐孟浩然撰
,

宋刘辰翁评
,

明李梦阳参
,

凌檬初跋
,

凌毓榕校
,

明凌檬

初朱墨套印本
。

18
、

(韦苏州集》十卷
,

(拾遗 )一卷
,

唐韦应物撰
,

前有王钦臣序及古赋一首
,

后有总论
,

明凌

檬初朱墨套印本
。

19
、

(李诗选 )五卷 (杜诗选》六卷
,

明杨慎考订
,

宋刘辰翁批点
,

凌朦初凡例
,

明凌檬初朱墨

套印本
。

2 0
、

(圆觉经 ) 两卷
,

附谢康乐 (维摩洁十譬赞 》
,

明凌朦初朱墨套印本
。

2 1
、

《陶韦合集 )
,

晋陶潜撰
,

唐韦应物撰
,

凌檬初评
,

前有凌朦初题词
,

明凌朦初朱墨套印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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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山谷禅喜集 )
,

宋黄庭坚撰
,

明凌檬初辑
,

明天启元年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2 3
、

《苏长公表启)五卷
,

宋苏轼撰
,

钱摄评选
,

钱栩序
,

凌檬初序
,

明凌檬初朱墨印本
。

24
、

(苏老泉集 )十三卷
,

宋苏询撰
,

明凌潦初辑并序
,

凌檬初朱墨套印本
。

另外
,

凌漾初还刻过墨版的《世说新语 )六卷
,

宋刘义庆撰
,

宋刘辰翁
、

王世惫
、

刘应登批点
。

在凌檬初的带动下
,

经同族 兄弟凌派初
, .

凌澄初和子侄辈凌汝亨
、

凌毓拚
、

凌深等的共同努
力

,

凌氏的套版刻书业趋于繁荣
。

现能确定是凌刻的书有
: , 了

1
、

(世说新语注 )三卷
,

刘宋刘义庆撰
,

梁刘孝标注
,

明天启年间凌演初五色套印本
。

2
、

《世说新语)六卷
,

刘宋刘义庆撰
,

刘应登
、

刘辰翁
、

王世惫评
,

王世惫序
、

袁耿序
,

刘应登

序
,

乔愁敬序
,

董葬序
,

陆游跋
,

凌旅初跋
,

明凌流初四色套印本
。

3
、

(世说新语)八卷
,

均同上
,

惟分八卷为六卷
,

内中次序略有更动
。

4
、

(晏子春秋 )六卷
,

凌稚隆批点
,

前有刘向旧序
、

总评
、

凡例
、

(晏子列传)
,

明凌澄初朱墨套

印本
。

5
、

(楞严经 )十卷
,

每卷末附音义
,

杨起元评释
,

明凌毓榕朱墨套印本
。

6
、

(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

秦吕不韦撰
,

宋陆游评
,

明天 目逸史凌稚隆批
,

凌筑棋校并跋
,

方

孝儒序
,

王世贞序
、

凌稚隆序
,

高诱序
、

陆游跋
,

明万历庚申凌毓鹅朱墨套印本
。

7
、

(苏长公合作 )八卷
,

宋苏轼撰
,

明高启评点
,

(补 )二卷
,

明凌启康辑
,

明泰昌元年凌启康

朱
、

墨
、

蓝
、

黄
、

绿五色套印本
。

8
、

(苏长公合作 )残存三卷
,

明高启
、

李蛰批点
,

郑孔肩评选
,

凌启康考释
,

钱一宁
、

凌弘宪
、

凌俘德参订
,

凌茂成等校阅
,

明凌氏朱墨套印本
。

9
、

(骆宾王集》八卷
,

有总论
、

诸家参评
, :

王衡批释有跋
,

焦蛾序
,

汪道昆序
,

汤宾尹序
,

凌毓

棋校
.

有跋
,

明万历凌毓棋朱墨套印本
。

/

10
、

《唐诗绝句类选 )三卷
,

补一卷
,

评二卷
,

人物考一卷
,

明凌云编
,

明崇祯凌云朱墨套印

本
。

1 1
、

(唐诗绝句类选》四卷
,

敖英朱笔
,

顾东桥
、

章泉涧蓝笔
,

附总评一卷
,

人物一卷
,

施康宾

序
、

凌云序
,

明凌云三色套印本
。

12
、

《李于鳞唐诗广选 )七卷
,

凌端森
、

凌
;
南荣辑

,

凌檬初序
,

王世贞 (古今诗删》序
,

李攀龙

序
、

凌端森
、

凌南荣识语
,

明凌瑞森
、

凌南荣朱墨套印本
。

13
、

(文心雕龙 )二卷
,

南朝刘解撰
,

明杨慎评
,

明凌云红
、

黄
、

蓝
、

绿
、

墨五色套印本
。

14
、

《文心雕龙 )四卷
,

南朝刘祝撰
,

明杨慎批点有札记
,

曹学论参评有序
,

梅庆生音注
,

凌云

校有凡例
,

明凌云五色套印本
。

15
、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十卷
,

明夭启凌弘宪朱
、

墨
、

蓝三色套

印本
。

16
、

《会稽三赋》三卷
,

宋王十朋撰
,

商逢吉注
,

尹坛补注
,

陶望龄评
,

前有陶望龄序
、

凌弘宪

序
、

订阅姓氏
、

《王十朋传略 》及图说
,

明凌弘宪朱墨印本
。

1 7
、

(会稽赋 ) 四卷
,

宋王十朋撰
,

陶望龄评有序
,

商逢吉序
,

明凌弘宪三色套印本
。 \

18
、

(幽闺记 ) 四卷
,

三珠生题词
,

有图
,

凌延喜校
,

明凌延喜朱墨套印本
。

19
、

(诗经 )四卷
,

明钟惺评点
,

凌涤初序
,

凌杜若跋
,

明凌杜若朱墨套印本
。

20
、

(诗经 )四卷
,

(小序 )一卷
,

明钟惺批点并序
,

明凌氏朱
、

墨
、

撤三色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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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选赋 )六卷
,

凌森美选
,

郭正域评点
,

凌森美跋
,

明凌森美朱墨印本
。

22
、

(韩子 )二十卷
,

门无子评
,

陈深序
,

明凌流初朱墨套印本
。

2 3
、

《史记纂》二十四卷
,

明凌稚隆辑
,

王世贞
、

凌森美校
,

明万历凌氏朱墨套印本
。

24
、

(苏文嗜》六卷
,

明唐顺之选
,

唐顺之序
,

李恳序
,

凌云跋
,

明凌云朱
、

墨黛三色套印本
。

2 5
、

《曹子建集)十卷
,

魏曹植撰
,

凌性德辑
,

卷末附评诸名家姓 氏
,

李梦阳序
、

徐伯虫L序
、

施

康宾序
,

明夭启凌性德朱墨套印本
。

26
、

(虞初志 )七卷
,

袁宏道参评
,

屠龙点阅
,

有王稚登序
、

汤显祖序
、

欧大任序
、

凌性德序
,

明

凌氏朱墨套印本
。

27
、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
,

姚秦三藏法师鸿摩罗什译
,

六祖大槛禅师注
,

冶父山道川禅

师颂
,

觉于民士凌毓榕校
,

明凌氏朱墨印本
。

28
、

(南华经 )十六卷
,

晋郭象注
,

宋林庸斋 口义
,

刘须溪 点校
,

明王凤洲评点
,

附陈明卿批

注
,

沈汝坤汇评
,

明凌君寡五色套印本
。

另外
,

很可能是凌刻
,

但未经确认或不能确定的有
:

1
、

(四书参 )十九卷
,

明张妆英辑
,

张明宪序
,

李卓吾序
,

杨起元序
,

张明宪
、

张兆洛
、

凌启康

同订
,

明朱墨印本
。

2
、

(管子)二十四卷
,

明凌汝亨辑评并凡例
,

赵用贤
、

朱大复
、

张宾王评
,

赵用贤序
,

刘 向序
,

明泰 昌元年朱墨印本
。

3
、

(诗删 )二十三卷
,

李攀龙选
,

钟惺
、

谭元春评
,

王世贞序
,

明朱墨印本
。

4
、

(楚辞 )十七卷
,

汉王逸叙次
,

明陈深批点
,

明凌毓榕校
,

王世贞跋
,

明朱墨套印本
。

5
、

(文选尤 )十四卷
,

梁昭明太子萧统选
,

明邹思明评阅
,

邹德延校
,

前有朱国祯序
、

韩敬序
、

萧统序
、

邹思明序
,

明朱墨印本
。 。

6
、

(淮南鸿烈解 )二十一卷
,

明茅坤评
,

凌朦初增辑
,

王宗沐序
,

明朱墨印本
。

7
、

(约述 )三十卷
,

陈有元辑
,

黄立极序
,

明朱蓝套印本
。

8
、

(韩文公文钞) 十六卷
,

唐韩愈撰
,

明茅坤评
,

茅坤序
,

明朱墨印本
。

9
、

(绣儒记》四卷四十一出
,

不著撰 人
,

前有 《沂国夫人传 )并精图十六面
,

明朱墨套印本
。

10
、

(湘烟录 )十六卷
,

明阂元京
、

凌义渠全辑
,

陈之隋
、

董斯张均有序
,

阂元京自序
,

明夭启

二年朱墨印本
。

1 1
、

(道德经 )四卷附 (考异》一卷
,

宋苏辙注
,

凌稚隆批点
,

李蛰序
、

河上公序
,

明朱墨印本
。

12
、

(红梨记 )四卷
,

玉蟾道 人施成嘉题词
、

阳初子题词
,

汤显祖原本
,

王文衡绘图
,

凌性德

跋
,

明朱墨印本
。

14
、

(明珠记 )五卷
,

附 (无双传)
,

王文衡绘图
,

明朱墨印本
。

1 5
、

(柳文》七卷
,

唐柳宗元撰
,

宋楼迁斋
、

谢叠山等评
,

明朱墨印本
。

16
、

(东坡先生志林》五卷
,

焦妹评
,

卷端有 (士林总论 )数则
,

采陈眉公
、

茅鹿门
、

谢叠山诸家

语
,

告蓝印
,

沈绪藩序
,

明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

17
、

《易传 )八卷附 (王辅嗣总论 》一卷
,

宋苏轼撰
,

卷端有总论
,

末引昊长玄
、

张孟奇二人论

说
,

明朱墨印本
。

18
、

《礼记》
、

(约述 )不分卷
,

明陈有元辑
,

黄立极序
,

明朱蓝印本
。

从以上列举的来看
,

凌檬初及其家族在明万历
、

夭启
、

崇祯年间确实刊印了大量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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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檬初及其家族的刻书经商活动

三
、

凌氏家族刻书的特点与目 的

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

北宋末《思溪圆觉藏》的印造就充分

说明了湖州刻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
。

南宋
、

元
、

明雕版 印$lJ 也是常盛不衰
,

尤其是明嘉靖

以后
,

由于书船业的推动
,

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
,

而且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具有很

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
。

谢肇浙 (五杂姐》称
: “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
,

蜀本次之
,

福建最下
。

今杭

州不足称矣
,

金陵
、

新安
、

吴兴三地制恻之精者
,

不下宋版
。 ”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云
: “

余

所见当今刻本
,

苏常为上
,

金陵次之
,

杭又次之
。

近湖刻
、

款刻骤精
,

遂与苏常争价
。 ” “

昊地剖洲

之精者
”

和
“

湖刻骤精
”

主要就是指明万历
、

天启间吴兴晨舍的阂
、

凌两家的套印本
。

说它们精
,

主要是因为两家刻书具有以下特点
:

一是所用纸墨俱善
。

凌氏所刻之书大都用上等的洁白的绵纸和宣纸印成
,

偶尔用竹纸的
,

其质地也坚韧耐久
。

所谓绵
,

指绵质纤维
。

人们将各种草木之皮
,

如褚皮
、

桑皮
、

竺麻
、

葛藤等

皮在水中浸烂
,

抽取其中的细筋为绵料
。

用这种绵料制成的纸即为绵纸
,

又称皮纸
。

安徽宣

城
、

径县所产的宣纸是绵纸中的上乘
,

有
“

纸寿千年
”

之美誉
。

它主要以青檀树皮为原料
,

品质

优 良
,

所谓
“

至薄能坚
,

至厚能腻
,

笺色古光
,

文藻精细
” ,

很适合印刷书籍
。

凌氏刻书所用之墨

也是上等好墨
,

印成的书籍字体清晰
,

黑而有光
,

而且一开卷便有一股书香扑面而来
。

由于纸

墨方面用料考究
,

极大地提高了套版印刷物的质量
。

二是刻印精美
。

凌氏所刻套印本把正文和评点分开
,

不须注明
,

读者一览而知
。

如凌派初

刊刻的 (世说新语注 )三卷
,

正文为墨色
,

句读为红色
,

刘辰翁所批用蓝色
,

王世惫所批用朱色
,

刘应登所批用黄色
, ’

层次井然
,

极便于识别
。

套印本的评语
、

批注多在书眉或行间
。

为了便于

在行格间套印文字
,

凌氏套印本一般没有行线
,

印成后行疏幅宽
,

正文评点眉 目清楚
,

加之纸 白

笺细
,

彩色斑斓
,

展卷阅读
,

有一番引人入胜的情趣
。

当然套印本的技术要求也很高
,

然而在凌

刻的传本中少有诸色交错重迭和套版用错的现象
,

所以称之为
“

精
” ,

绝非溢美之词
。

凌氏套版刻印的精美还体现在所刻的小说
、

戏曲和佛经附有精致的插图
。

凌檬初刻的 (西

厢记 )就有插图二十幅
,

且 由著名画家王文衡绘
,

著名徽派版刻画家新安黄一彬刻
,

点笔工致
,

刀法精妙入微
,

是凌刻绘图本之冠
。

又如凌朦初刻的《释伽如来成道记》题唐太原王勃撰
,

卷端

绘有释伽像
,

题
“

苏台弟子王文衡敬写
” ,

上刻沈约铭
,

又 附谢康乐 (维摩话十譬赞 )四页
,

把一本

经书刻得美不胜收
。

另外
,

凌氏所刻 《琵琶记》
、

(幽闺记》
、

<红拂传 )等也有精致动入插图
。

这

些插图大都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
,

很能吸引读者
。

三是慎选底本和批点本
。

凌氏所刻基本上是名家名著和名人所选之书
,

而且十分注重选

择底本和名人批点的本子来刻印
。

凌檬初刻 《琵琶记 ) 用的是旧藏腥仙本
,

且 ’ `

毫发毕遵
,

有疑

必网
” ,

以显示 自己格守原本的态度
。

凌朦初之所以不用时本
,

是因为时本对元本《琵琶记》大

加增减
。

他非常痛恨妄庸之人
, “

强作解事
,

大加改窜
” ,

致使世人不复睹元本之真面目
。

他认

为 (琵琶记 )被窜改而蒙尘莫辨大约起于昆本
,

此后盛行的徽本就是袭用昆本
,

而一些地方又任

意更改
,

致使
“

颠倒讹谬
”

更深
。

为了改变此种状况
,

凌檬初一直想
“

得一善本而正之
” 。

他在

《琵琶记
·

凡例) 中表达了自己褥腥仙本后的喜悦心情
, “

大为东嘉幸
,

巫以公诸人
” 。

据凌稼初

刻六卷本《世说新语 》跋语
,

凌朦初也曾刻过此书
,

他先得到 了
“

发明详备
,

可称矩观
”

的刻自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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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藩司的王世惫的批点本
,

后又得到了冯开之所秘藏的刘辰翁
、

刘应登两家的批注本
,

于是才
“

刻之为鼓吹” 再如凌檬初刻《选诗 》是用
“

高视阔步
,

得其大端
”

的郭正域的批点本
。

不仅凌檬初对刻印底本的选择非常慎重
,

凌氏家族其他人对此也同样持有谨慎态度
。

如

凌云刻 《苏文嗜)用的是唐顺之的抄本
,

且缀以李恒斋的评点 ;凌森美刻 《选赋》
,

本文以李善本

为主
,

又校以五臣本
,

评点则采用郭正域和杨用修 ;凌澄初跋 《晏子春秋》则云
: “

吾族 《道德》
、

《南华》点校
,

俱得善本 ; (管子》亦得朱大复
、

赵定宇两先生评
,

行于世
” ,

而 《晏子春秋》则是凌稚

隆得于国学并
“

手加丹铅
,

实有会心
” ,

也是善本
。

上面说的《南华》点校得善本
,

就是指刘须溪

的批点本
,

也是凌义渠认为的
“

海内罕购者
” 。

另外
,

像高启
、

茅坤
、

杨慎
、

李梦 阳
、

李攀龙
、

汤显

祖等的批点本
,

也是凌刻的首选对象
。

凌氏刻书讲究
“

精
” ,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

燕得广泛的读者和收

藏者
,

以获取商业利润
。

尤其是套色印刷本身
,

就是迎合了明代流行的评点经史诗文的著作风

气
。

用套印法来刻批点本
,

不仅醒 目
,

便于读者阅读
,

而且美观
,

有收藏价值
。

正如凌云在其所

刻的 (文心雕龙
·

凡例) 中说
: “

杨用修批点
,

元用五色
,

刻本一以墨别
,

则阅之易涸
,

宁能味其旨

趣 ? 今复存五色
,

非曰炫华
,

实有益 于观者
” 。

又说
: “
五色

,

今红绿青依旧
,

独黄者太多
,

易以

紫 ;白者乏采
,

易以古黄
。

改之
,

特便观览耳
。

若用修下笔
,

每色各有意
,

幸味原 旨可也
。 ”

在这

样对比之下
,

极其明显地反映出
:
非有套印法

,

不能在书本上表现出批点的精神和 旨趣
。

读者

购买批点本当然会首选套印本了
。

其次
,

小说
、

戏曲中所附的精致播图
,

极大地增加了书本的

通俗性和趣味性
,

也是提高读者阅读兴趣的有效方式
。

另外
,

善本和名人批点本的选用
,

请名

人题词作序
,

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购书和藏书者的兴趣
。

据明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陈继儒说
:

“

吴兴朱评书籍出
,

无间贫富
,

垂涎购之
。 ”

(阂刻 (史记钞》序 )可见套色印本在当时的热销程度
。

四
、

凌氏家族商业活动的特征

据凌氏后人凌百先说
,

当时展舍附近的织里一带书铺林立
,

凌檬初家在织里就设有书坊
,

并被一姓郑的土匪烧毁过
。

关于此事
,

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
,

但从六卷本 《世说新语》凌演初

的跋语来看
,

它似乎确曾发生过
。

凌流初说
: “

余弱冠时幸睹王次公批点 (世说 )一书
,

发明详

备
,

可称拒观
,

以刻自豫章藩司
,

不能家传户诵为恨
。

壬午秋
,

尝命之梓
,

杀青无机
,

惜板忽 星

失
,

余惟是有志而未逮也
。

嗣后家弟初成得冯开之先生所秘辰翁
、

应登两家批注本
,

刻之为鼓

吹
。

欣然曰
:

向年盘简残编
,

已成偎烬
,

今获裙掩其全
,

良为快事
。 ”

凌檬初二三十岁后常住南

京
,

也许像阂齐 极一样也在南京开有分所
。

由于资料的缺乏
,

凌氏所刻之书的具体销售情况我

们无从得之
,

但从其刻书活动来看
,

商业特征是很明显的
。

首先
,

凌氏族人像一般商人一样以追求利润作为 自己的行业准则
。

他们不仅通过提高产

品的质量以打开产品的销路等正常渠道燕利
,

而且有时候也运用一些较低劣的手段牟利
。

如

同一版本的改头换面问题
。

凌版《世说新语》有六卷本和八卷本之分
,

其中八卷本就是用六卷

本的刻版改刻而成
。

八卷本比六卷本多两卷
,

凡增出的卷数
,

必须空出书题一行
,

类目标题一

行
。

如八卷本卷一凡三十四页
,

即用六卷本前三十四版
,

而为了增出书题
“

世说新语卷二
”

一行

和类目
“

言语下
”

一行
,

凌氏就改刻了第三十六页全版
,

增入书题及类 目
,

而删减注文
,

使空出两

行 (
“

晋武帝始登柞
”

条
,

删去注内
“

咸熙二年
”

四字及条末全注
。 “

诸葛靓在吴
”
条

,

删去注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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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字
,

将原版四行改为三行 )
,

这样就成了一新本
。

也有改动序跋识语的
。

凌氏所刻 《李于鳞唐诗广选 )七卷有初印本和后印本之分
。

初印本

有凌檬初序
,

释明了
“

广选
”

之义
,

谓
“

较今所称选者稍广也
” ; 还有凌瑞森

、

凌南荣识语
,

云
: “

余

辈既谋刻子与先生所评《唐诗选》矣
,

已而思寥寥数语
,

恐未足尽诗之变
,

因广采唐宋 以及国朝

诸名家议论衷益之
,

亦烂焉成秩
。 ”

后印本则把它们全删了
,

而加 了凌弘宪的序
,

云 : “

余故哀集

名家
,

而缀以珠
,

寿诸木
,

颜之以《广选 )
,

所以别《拾遗 )也
。 ”

凌弘宪的意思在初印本的序和识语

中已表达得很清楚
,

他之所以要删去它们而添上 自己的这段话
,

很明显是故为变化
,

以畅销路
。

从凌氏刻本中有些书名相同
,

但卷数
、

序跋
、

识语
、

编辑人
、

参订人等的不同来看
,

凌刻本改头换

面的情况还是较多的
。

如果说凌氏所刻小说
、

戏曲附有精致插图
,

还是一种提高书籍商业竞争 力的很正当手段
,

那么他们在一些书籍里附上一些笑料 以符合买者心理
,

则可说是一种较低劣的手段了
。

在 《琵

琶记
·

凡例》中
,

凌像初说
: “

弘治间有 白云散仙者
,

以东嘉见梦
,

谓蔡伯嘈乃慕容嘈之误
,

改之行

也
,

以为东嘉洗垢
,

亦一奇也
。

兹附载其序
,

以发好事者一笑
。 ”

这里
,

凌檬初 明知其事为子虚乌

有
,

但他为了迎合购买者的兴趣
,

仍欣然把这一荒诞之序附于其后
。

由此可见凌氏刻书的赢利

目的
。

明确了这一点后
,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对凌刻本的
“

校刻精 良
”

与
“

时有讹脱
”

这两个截然不

同的看法
。

据与凌津初大致同时代的谢肇浙说
,

凌氏刻本因急于求成
, “

时有讹脱
” ,

故贾人统

一以阂刻本称之
。

由于谢的这一评价
,

所以凌氏套印本虽举世皆称其刻印精美
,

但历来又以其

校姆不精而贬之
。

然而著名戏 曲史专家蒋星煌经过仔细研究考订 (西厢记 )的各种 明刊本后发

现
,

凌
、

阂刻本
“

都是 校刻 精 良的善本
’ ,

(见蒋星煌 《明刊本 <西厢 记 >研究》
,

中国戏 剧出版社

19 8 2 年 7 月版
,

第 19 7 页 )
。

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评价
,

其实正好体现了凌氏家族在商业活动中

追逐利润的明显特征
。

凌氏书坊为了速刻牟利
,

有时刻 印较为粗糙
,

但它为 了生存
,

必须赢得

一定的声誉
,

所以大多数刻本其校对还是很精 良的
,

凌刻 (西厢记 》就是这样的善本
。

其次
,

凌氏作为聂舍的世代书香世家
,

其商业活动很明显地带有儒士气息
。

凌氏是读书仕

宦之家
,

自三国以来
,

代有闻人
。

仕吴者有为车骑将军
,

仕唐者有为任度支尚书
,

仕宋者曾为平

章
、

华文阁待制
,

仕元者有秘书监少监
。

明代亦有为翰林直学士
、

吏科给事及累官至都察院右

金都御史者
。

凌檬初的曾祖凌震博洽群籍
,

颇有文名
,

以贡为黔博士而提督宝山书院
。

祖父约

言
,

明嘉靖中式
,

仕南京刑部员外郎
,

有著述行世
。

凌檬初的父亲凌迪知
、

叔叔凌稚隆也都以史

学著于时
。

以这样的一个世代替缨官宦之家从事刻书经商活动 自然与一般的民间刻书业很不

一样
。

在所刻书的内容上
,

凌氏并非什么书都印
,

而是有所选择
,

主要是前贤的著作
,

包括经
、

史
、

子
、

集四部
,

且经名人所评或评选
,

以供读书人诵读
。

戏曲
、

佛经也有一些
,

但能真正满足广

大群众生活实际需要的医书
、

历书等却几乎没有
。

凌刻大部分校对精 良
,

也非一般的坊刻本能

比
。

凌稚隆点校《晏子春秋 》
, “

凡有意义重复
,

另为细字
,

即附着各章下
” , “

其不合经术者
,

另以

细字分为外篇
”

(凌刻 (晏子春秋
·

凡例 》 )
。

阂齐极评朱墨本
“

校雌不窗三五
,

而钱刀之靡
,

非所

计矣 ,’ ( 阂刻 《春秋左传
·

凡例》 )
,

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

另外
,

凌刻格 守原本的态度
,

也是正直读

书人的作风
。

当时改窜风气非常盛行
,

许多书籍都被改动得失去了原来的真面 目
。

为了扼制

这种不好的风气
,

凌氏很注重选择底本
,

一遇到有好的本子
,

马上寿诸枣梨
,

公之于众
。

总之
,

凌氏家族的刻书 活动既遵循了一般的商业活动规律
,

又由于其世宦读书的特定身

份
,

很明显地带有儒商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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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凌 氏刻书的重大贡献

尽管凌氏刻书存在着一些缺点
,

尤其是到后来朱墨本有愈刻愈滥的趋势
,

但是它对历史文

化的保存和传播
,

特别是在普及文化
,

满足群众需要以及促进印刷术发展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

一是普及和提高了套版印刷
.

技术
。

套版印刷法是印刷术发展过程中的新成就
。

它是用两

块或两块以上的版片
,

使用不同的颜色
,

套印在同一书叶上
,

印出两色或两色 以上的图书或图

画
。

据王重民先生考证
,

这一印刷法是在 17 世纪初年起源于徽州 (王重 民
:

《套版印刷法起源

于徽州说》
,

(安徽历史学报》创刊号 )
。

但之后还不到十年
,

这一印刷法便传到了吴兴
。

吴兴的

凌
、

阂两家出版了大量的套印本书籍
,

致使这一方法又很快传到了南京
、

苏州
、

杭州等著名出版

城市
。

凌
、

阂两家曾经雇用过徽州的印刷工人
,

培养了新的刻工
,

使套版印刷技术很快得到了

提高
。

从最初印朱墨两色
,

发展到了三色
、

四色乃至五色印刷
。

分色套印方式据底本的特点决

定
,

大致有四种情况
:

一是为反映原书面貌
,

按底本所用不同颜色分色套印 ; 二是评者 只一人
,

以朱黛分其前后所评 ;三是以颜色区分评家
,

一色代表一家批注或评点 ; 四是汇辑各评本
,

以主

要评家为一色
,

其他各评家评语为一色
。

因此在提高
、

普及灵活运用套印这一独特的印刷方法

上
,

凌
、

阂两家无疑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欧洲在 18 世纪才知道套版印刷
,

后来虽说铅印
、

石

印
、

胶印发展得很快
,

可是它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从套版印刷法演变出来的
。

由此也可看

到凌氏所从事的套版印刷的意义
。

二是普及文化
,

满足群众需要
。

凌氏刻书是一种儒商活动
,

其所刻的书是用来流通的
,

又

往往有较高的质量
,

这对普及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

尤其是它所刊刻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戏曲
、

小说
、

佛经
,

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

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荣
。

凌氏所刻书籍在流

传过程中
,

还被带往海外异国
,

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加强 了外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

促进 了

中外文化交流
。

据 (中国版刻图录序 ) 记载
,

16 世纪前后
,

南京
、

苏州
、

徽 州
、

杭 州
、

昊兴等地方

坊刻刻印了大量戏曲
、

小说和其它各类书籍
,

出版量激增
,

销路远及国外
。

现在的美国国会图

书馆就有不少凌氏的套印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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