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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宋体字本

线装相对于包背装的优
点主要有二 ! 一是除了纸捻
之外 "再用线装订 "使装订更
加牢固 "不易散乱 #二是不用
浆糊 "书更容易拆解 $重装 #

两者合观 " 线装较包背装拥
有装订牢固 $ 拆解重装方便
两个相反相成的优点 " 其取
代包背装"成为古籍装帧形式
的终极形态"自在情理之中#

从存世书籍实物来看 "简
帛只见于出土文献%纸本卷轴
装主要包括敦煌写经和少量
传世卷子本%经折装主要是佛
经%这三类基本都属于特种文
献# 蝴蝶装流行于宋元"但今
存本绝大多数都早已被改装
成线装"仍为蝴蝶装者屈指可
数# 包背装在明代前$中期比
较流行"但如今存世的明代原
装包背装极少"盖因包背装较
线装更早且更易脱散"故大多
也被后世改装为线装# 因此"

现存古书绝大多数都是线装#

这是线装的独特优势决定的 "

也是古书被称为 &线装书'的
根本原因#

中国线装一般为四眼装
订"用双股细线# 明至清前期
时"中间两眼之间的距离与上
下两段距离大致相同"之后逐
渐缩短 "至晚清以后 "就只有
后者的一半距离了#明代原装
的线装书存世极少"因其大多
也经过了后世的改装#如大致
刻于嘉靖年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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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历代忠义录+" 为四眼线
装"用双股细线"线不染色"各
眼间距离大致相等#其封面内
粘有当时废弃的书叶"故可能
是原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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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眼线装书出现
之后"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

越南的图书"装帧形式也都采
用了线装或仿线装#朝鲜本的
线装常见的是五眼装订"不像

中国的线装书以四眼装订为
主 # 装订线常用单股染色粗
线"而中国则一般用不染色的
双股细线#如朝鲜时代后期印
本 *守梦轩文集+" 为五眼线
装 "用深色单股粗线 "各眼间
距离大致相等#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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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期刻本的线
装也是四眼装订"中间两眼之
间的距离与上下两段距离大
致相等"当是仿自中国明代至
清前期的线装形式#日本书的
装订线用不染色的单股细线#

如日本天明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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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
*毛诗品物图考 +" 为四眼线
装"用单股细线"未染色"各眼
间距离大致相等,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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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
单股线 "又比较细 "所以极易
断线"许多流传到中国的日本
书装订线都因此而被更换#一
部分江户时代的刻本仿朝鲜
本用五眼装订"装订线用单股
染色粗线#

越南黎$阮二朝的刻本装
帧形式也是四眼"但不是完全
的线装" 而只是仿线装形式"

类似于中国本中的毛装"俗称
蚂蝗攀"用单股粗线或纸捻在
第一 $二和三 $四孔眼之间分
别穿孔系扎#如越南阮朝嗣德
年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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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 *启童
说约+" 用纸捻作蚂蝗攀式装
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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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体字!汉字的规范

明代中叶以前"印本的字
体都是手书的楷体# 明初内府
刻本中的楷书字体"还曾传入
朝鲜半岛"成为其官方铸造金
属活字的字本# 明宣德九年甲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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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根据中国
内府刻本的字体铸造了著名
的铜活字&甲寅字'# 今天一阁
博物馆所藏明永乐十七年内

府刻本*为善阴骘+之字体"即
朝鲜&甲寅字'来源之一#

宋体字是明代中期刻书
中模仿宋代浙江刻本形成的
一种新字体# 宋代刻书以浙江
为最盛最佳" 影响也最大"官
刻经史"私刻文集"皆负盛名#

明代士大夫最喜收藏赏鉴此
类宋本 " 并在刻书中极力模
仿"最终形成了宋体字# 与宋
代浙刻本的字体相较"新形成
的宋体字脱离了自然书写"书
法意味较少 "字体方正 "横平
竖直 "棱角分明 "更近于印刷
体"易于工匠刊刻# 宋体字出
现以后"刻书中仍然坚持使用
的自然书写字体就被称为楷
体字#

宋体字出现于弘治年间
的苏州地区"正德时期发展到
苏州附近的常州$ 松江地区"

嘉靖年间基本成型"分布于全
国大部分地区# 自此中国古籍
印本的字体形成了楷体和宋
体分庭抗礼的基本格局#

万历时期的宋体字有所
变化"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类字
形较长"横细竖粗对比更加明
显 "如万历北监本 *十三经注
疏+# 另一类宋体字仍然延续
了嘉靖时期苏州地区刻本的
特征"横平竖直"字体方正"结
体较第一类紧凑 " 如万历本
*礼记集注+# 明末的宋体字比
较多的一类字形体也比较长"

比万历时期第一类宋体字更
长一些 "如崇祯本 *宋朱晦菴
先生名臣言行录+# 另一类字
则比较扁"如毛氏汲古阁刻本
*十七史+#

清代宋体字进一步发展 "

顺治至康熙初年以前"仍留存
较多明代面貌"康熙中期以后
逐渐形成清代的风格# 此时的
宋体字更加成熟 $精致 "字形
不如明末清初长# 乾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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