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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清書籍版心形式研究 

李綺瑩 Li, Qi-ying 

 

摘要 

中國古書特色中，以版心最具代表性。古書的版心是指書面摺疊版心向外，

翻閱書籍的開口處，又稱書口。明代以後的書籍，裝幀方式改為線裝；宋元時期，

把版心移到翻書邊的版口表現形式也被淘汰。本文以版心為中心，進行古書版心

內魚尾、象鼻、版心文字分佈與空間配置等視覺要素分析，以了解中國古書版心

在裝飾與機能性交替下所創造的空間、符號視覺效果。 

本研究在交叉比對調查結果之下發現，單黑魚尾，象鼻花口現象出現最頻

繁，版心式樣視覺要素組合單純且同視性高， 單黑魚尾在中國古書版心中，匠

工使用率最普遍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古書、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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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古書隨著印刷術的演進，版面形式也跟著轉變，從早期的簡牘、縑帛書、

卷軸到線裝書的改良，都是在材料載體的變化下所孕育出的產物。就像早期簡牘

的書寫方式，單隻成簡，成串成冊，簡與簡之間的間隔，運用至帛書時期即成為

雕版印刷中的欄線，也奠定了中國書寫由上而下的直行及由右向左的款式。而在

印刷術的影響之下，除了書籍的版面形式之外，刻書字體、裝幀形式也都在印刷

術發展之後成為了影響構成古書版面構成要素的原因之一。就裝幀形式來說，宋

代流行的版心向內、書耳結構的蝴蝶裝幀特色，而明代古書廣用版心向外，沒有

書耳結構的線裝書，這些現象都是在裝幀形式改變之下書籍演化過程中的一個環

節。 

在本文所要切入的主題，是雕版刷印的印本書的版面形式。在印書活動尚未

廣泛以前的手抄書時代，書籍取得相當不容易，不僅抄書時間漫長、數量稀少而

且容易失傳，在當時擁有一本書是相當不容易的，民間與官方都視為珍寶。而在

雕版印刷出現之後，解決了數量與品質上的問題，而且強化了圖書本身的傳播知

識與教育功能。關於雕版印刷，何謂雕版印刷呢？雕版印刷刻本與古書版面有什

麼直接關係呢？以下將依次探討雕版印刷的流程與古書版面構成要素，讓讀者理

解後，再進行古書版心的形式說明。 

 

二、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是以漢字和圖畫為主體，長期在中國古代民間累積出來的智慧和經

驗的成果，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特色的一種美學表現。在雕版印刷事業上，從唐代

推廣應用，至宋代普遍發展，到明代的成熟興盛，都為中國累積了豐碩的文化成

果。 

雕版印刷有單色印刷、彩色套版印刷及餖版印刷等，都因製作過程及地域的

不同，所選用的材料也有所差異。整個雕版製作過程要注意的事情很多，首先探

究雕刻版本身的產生及刷印流程。影響印刷品質優劣主要的因素，在於雕版印刷

選材上是以材質較硬耐印率高、纖維細勻吸墨與釋墨均勻為標準，一般多選用材

質硬度適中、紋理細滑的梨木與材質較為堅硬、質地緊細的棗木，其他像梓木、

黃楊木、銀杏木等有時也應用。而影響雕刻印刷優劣除了雕刻版材質外，書法書

寫形體與刻匠本身的經驗更是影響刻書字體最直接的元素。從上述選材的了解，

接續進行所謂的鋸板，鋸板是將所選用的木料，選取雕刻面積的樹幹，沿樹幹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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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直截，鋸成約 2 厘米的木板。第三階段是浸漚，浸漚是將鋸好的木板放在水中，

上壓重物，浸漚 1 至數月，脫去木材內的樹膠與樹脂，使木材利於刊刻又易於吸

墨。第四階段是乾燥，乾燥是將浸漚後的木板平行放在直射光的的通風乾燥處，

每層木板之間用粗細相等的木條或竹片墊平，令其自然乾燥。最後就是平板，就

將乾燥後的木板上下兩面刨平、刨光，截成略大於雙頁版面的矩形。 

雕刻字體的過程，刻匠採用不同的雕刻刀，按照薄紙上反貼而顯現的線條進

行粗雕，此動作稱為「發刀」，接續再把內外線條中間需要留空的部份除去，稱

為「挑刀」，再挖去一切多餘的部份，稱為「打空」，完成這些程序後，慢慢修飾，

稱為「拉線」，則雕刻版即完成。版的先前工作完成後，刻匠再將事先已書寫的

文字抄寫於薄紙上，反轉以米糊黏貼在木板上，等到乾後，再將紙背刮去，僅留

一層薄膜，可以看到文字的反文。然後再用刀鑿依著字的筆劃雕刻鑿削，讓每一

筆劃凸出。刻好後，就刷上墨，用紙舖於木板上，以軟刷在紙背上刷印1，刷印

通過印墨將印版上的圖文轉移到紙張後，最後進入書籍裝幀，一本雕版印刷的書

籍即完成。 

 

三、中國古書版面視覺要素 

中國古書印刷紙張皆採全頁單面，每一印頁都有一定的格式，這種格式稱為

版式。每一印頁包含版面、欄線、界行、天頭、地腳、版心、魚尾、象鼻等元素，

構成古書版面編輯形式的基本條件。古代刷印整面單張紙張，稱為書葉，是由古

代天竺（印度） 的貝葉經所流傳下來，現代稱為書頁。頁上四周黑線所包括的

面稱為版面，四周的線叫做邊或欄，單線叫做單邊，雙線叫做雙邊，少數版本邊

欄以圖案構成，又叫做花邊。邊欄外空的紙，上方稱為天頭，下方稱為地腳，左

右欄外稱左右邊，版面上直線稱作界，版面中心有較窄的一行叫做版心，版心內

有魚尾、卷名、卷次、頁碼等。如圖 1 所示： 

版框：又叫邊欄。指圍成版面周的直線。 

界欄：又叫界格、行線、行欄，唐代稱作邊準，宋代稱做解行。版框內，字行之 

間分界線。 

版心：也稱為書口、版口或中縫。版面中間留一行空白界格。 

魚尾：版心中間形似魚尾的橫隔符號，以便折疊書頁。 

象鼻：魚尾及版框之間的黑線。 

                                                 
註 1：喬衍琯、張錦郎，《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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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頭：也叫書眉。指的是上欄線上方沒有印刷圖文的部份。 

地腳：指的是下欄線下方沒有印刷圖文的部份。 

書耳：版框外邊上的小方格，常用作書寫篇名。 

 

四、版心視覺要素分析 

關於版面視覺要素初略了解後，本單元探討的版心及版心內視覺要素，將針

對宋、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年間，古書版心形態調查統計與版心視覺要素中，

魚尾、象鼻、版心文字與版心空間配置比例，進行分析說明。古書的版心，是指

每個版面上下兩個半版中間的條狀空白行，在唐代就有雕版印書，但是當時仍流

行卷軸裝，還沒有形成版心，到唐末五代時期，卷軸裝不容易查詢，而且不容易

隨身攜帶，於是裝幀形式開始向冊頁式轉化，這樣的雕版便開始出現左右兩個半

版。到了北宋和遼時期，左右兩個半版之間出現了兩條線，這兩條線之間形成了

很窄的條狀空白，空白的上 1/4 處有一條橫線，下 1/4 處有的也有一條橫線，兩

道橫線之間，有的有卷第名，有的有頁碼等，也有的在空白條狀的中間出現有一

條豎線，是為了折頁時做為中縫之用。再來這樣的條狀空白逐漸規範，形成了約

一行文字的寬度，注入刻本版大小字數、象鼻、魚尾；簡化書名、頁次、頁碼及

刻工姓名等。由於這些都是上下兩版的中心，所以稱為版心2。 

古書的版心，是書面摺疊後版心向外翻閱書籍的開口，所以又稱書口，在明

代以後的書籍改成線裝裝幀，取消宋元朝書耳形式，把版心移到翻書邊，也稱做

版口3。版面中間留一行空白界格叫做版心，單頁對摺，對稱其兩大半葉版面，

便於讀者翻閱與查尋之用。版心視覺元件也隨著不同年代的社會、文化與經濟，

發展出不同的裝飾性組合，在版心內時常加入  符號，作為對折時候標記，除

此之外，上、下象鼻的組合變化，上界欄線或下界欄線與魚尾之間距離，出現黑

口、白口或是花口現象，或是刻上書名、卷數、葉次及刊工姓名等元素，都是在

版心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元素。 

中國古書的版心往往也在古代刻匠們的巧思創作下，巧用空間與符號，時常

會有令人驚奇的視覺效果產生。本單元在版心視覺元素配置下，除去裝幀藝術上

對摺基礎功用之外，讓版心在裝飾與空間配置上更具發揮其效應。版心在中摺處

的長條空間內刊刻不少特殊符號，加入常見的魚尾與象鼻元件進入版面內，下文

                                                 
註 2：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識 500 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 41。 

註 3：陳先行，《古籍善本》，貓頭鷹出版社，2004，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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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介紹古書版心內基本魚尾與象鼻所出現的狀態情形： 

 

（一）魚尾 

魚尾在宋遼金元的刻書中，並非皆用於書口處，而用在內文，標示文字內的

標題、曲牌居多，與書口處的魚尾作用不相同。在版心的魚尾除了裝飾美觀外，

最主要的功能在全葉版面對齊魚尾缺口處，對摺後而予以裝幀。在魚尾元件中，

分為黑魚尾、白魚尾、花魚尾等，魚尾的組合中，有單魚尾、雙魚尾相隨、雙魚

尾相向、三魚尾或是無魚尾現象，或是魚尾本身就已經是個特殊的形貌等。匯整

出中國古書版心中基本魚尾圖解如圖 2 所示： 

 

           

圖 2  魚尾基本造形形態 

（本研究繪製整理） 

 

魚尾的種類除分為黑魚尾、白魚尾與花魚尾外，從數量上又有單魚尾、雙魚

尾、三魚尾的類別。其中單魚尾就是在版心內出現一個魚尾，三魚尾就是在版心

內出現有三個魚尾，但在雙魚尾上，則出現有兩種形式的組合，一是兩個魚尾同

時出現並且尾巴方向一致，稱之為雙魚尾相隨或是順魚尾，二是出現兩個魚尾方

向相對，稱之為雙魚尾相對或是對魚尾。除去魚尾部分，版心仍有如附錄一圖

1-1《誠齋先生易傳》，無版心無魚尾形式、附錄一圖 1-2《淮南子》有版心無魚

尾形式、附錄一圖 1-3《歐陽文集》單魚尾形式、附錄一圖 1-4《弘藝錄》魚尾

相向形式、附錄一圖 1-5《周易》魚尾相隨形式、附錄一圖 1-6《新編南九宮詞》

三魚尾形式。 

 

（二）象鼻 

黑口、白口與花口不同現象，皆是出現在象鼻處的變化。所謂的白口，就是

指沒有著墨跡的書口，版心原本與刻字、邊欄、界行在同一個水平面上，如果不

加以雕瑑，刷墨汁後會印成黑色條格，只有挖剔下，塗色才不會著墨，書口呈現

白色，所以稱為白口。黑口則是已經著墨跡的書口，書口又有粗黑口與細黑口之

分，又稱為大黑口與小黑口，而黑口與白口相反，黑口則是在版心內魚尾上方與

下魚尾下方不以雕瑑，與版內刻字、邊欄塗色以著墨，刷出印紙便是黑口。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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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內除了象鼻與魚尾鐫飾外，還常有上魚尾上方鐫印本版大小字數，下魚尾下方

鐫印刻工姓名、上下魚尾之間印簡化的書名、卷第、頁碼等，這樣的摺頁裝冊之

後的書口，稱為花口。而花口內的文字記載，則是每頁字數以及刻工姓名，是作

為刻匠依據字數的多寡而領取的工資依據。 

 

（三）版心文字 

版心中除上、下象鼻、魚尾構成要素以外，普遍被用作提示性文字，是讀者

查閱、索引古書內容的重要依據。以明嘉靖年間版心文字調查為例，259 部古書

調查中，有 5 部沒有出現書名，14 部沒有出現卷名，版心頁次有 2 部書沒有出

現頁次，所出現的頁次集中在魚尾間有 184 部書，文字編輯從調查結果顯示出，

書名、卷名與頁次出現在魚尾間情形最頻繁。書名、卷次及頁次都是提示讀者查

閱書籍內容的依據，而且在古書上，據書卷名與頁次所出現的頻率結果，推測當

時讀者有索引古籍之需求，而讓書卷名與頁次轉化成機能性功能。 

除上述書名、卷次、頁次之外，版心內文字如刻工名、刻版單位、刻字數量、

篇名、刊刻年份也是零散出現在版心結構中，比較特別的是刻工名與刻字數量的

出現，以現在書籍來說，最多會以版權頁的方式記載出版單位或是編撰者，而古

代是作為發薪資的依據，當時的刻工大多不識字，為了計算酬勞的方便，會刻上

名字和刻書字數，所以在版心上會出現有刻工名或是刻字數量的情形。而在清代

因文字獄太多，一旦被舉發，不但誅連九族，甚至連不識字的刻工也會受到牽累，

所以在清代，刻工對姓名留在書版上採取較謹慎的態度，也很少在上面刻上刻字

字數。又以清代官書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為例，起初的目的是要將《四庫全

書》的珍本書籍大量推行到全國，為了避免錯字及失誤，便要求所有校對者刻上

姓名，以示負責，若發現書籍錯誤或漏印時，就按書版上的校者姓名懲處，扣減

校對文字者的薪俸。 

以國家圖書館編號 11800《東塘集》一書為圖例說明，如下圖圖 3 所示： 

 

五、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古書版心現象比較 

以古書的立場來說，版心除去裝幀藝術上對摺基礎功用之外，也讓版心在裝

飾與讀者查閱上，發揮其便利與功能性。如此獨特的中式編輯特點，卻在西方文

化侵入之下逐漸萎縮。本單元針對宋、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的古書版心調查，

企圖了解中國獨特的書籍版心的一般性原則。探討國家圖書館 172 部宋代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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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部明嘉靖版書、217 部明萬曆版書與 282 部清代版書，彙整出宋代 9 種、明

嘉靖 88 種、明萬曆 45 種與清代 41 種版心式樣，版心式樣表現形式如圖 4〜7： 

依據附錄二，宋代 172 部古書調查結果發現，版心式樣 9 種型態出現，變化

組合要素，在黑魚尾條件因素下有 7 種式樣形式，沒有魚尾式樣形式有 2 種。明

嘉靖 259 部古書調查結果發現，版心式樣 88 種型態出現，變化組合要素在黑魚

尾條件因素下有 48 種式樣形式，白魚尾條件下有 25 種式樣形式，其他沒有魚尾

和花魚尾各佔 14 與 6 種。明萬曆 217 部古書調查結果發現，版心式樣 45 種型態

出現，變化組合要素在黑魚尾條件因素下有 27 種式樣形式，白魚尾條件下有 11

種式樣形式，其他沒有魚尾和花魚尾各佔 5 與 3 種。清代 282 部古書調查結果發

現，版心式樣 41 種型態出現，變化組合要素在黑魚尾條件因素下有 17 種式樣形

式，白魚尾條件下有 3 種式樣形式，其他沒有魚尾和花魚尾各佔 10 與 6 種。 

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古書版心式樣，彙整出數量最多的三者樣式，

如圖 8〜11 所示。根據統計結果，宋代古書版心式樣編號 F（如圖 8）、明嘉靖版

心式樣 1（如圖 9）、明萬曆版心式樣 3（如圖 10）、清代版心式樣 5（如圖 11），

為本研究中出現次數最頻繁之式樣。 

交叉比對結果以圖 12 在宋代出現 7 部書，在明嘉靖年間出現 25 部書，總數

量排名第二，在明萬曆年間出現 37 部書，數量最高，在清代年間出現 30 部書，

總數量排名第三。圖 13，在宋代出現 54 部書，總數量排名最高，明嘉靖只有出

現 2 部書，明萬曆年間出現 32 部書，總數量排名第二，清代出現 119 部書，總

數量排名最高。 

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古書版心式樣調查結果發現，宋版與清版所出

現數量最多的版心式樣，都只有版心 1/4 處出現  單黑魚尾 （ 如圖 13 ），交

叉比對後，圖 12 在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都有出現，除明嘉靖 2 部書數

量外，宋、明萬曆與清代都在版心式樣中佔總數量的前 2 位，宋代、明嘉靖、明

萬曆與清代總數量達 209 部書。另一個結果，版心內  單黑魚尾下方，約總長

的 3/4 處，增添一條橫細線，劃分出版心 3 個空間（ 如圖 12 ），此式樣出現在

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達總數量 89 部書。由此可知，宋代、明嘉靖、明

萬曆與清代版心都盛行  單黑魚尾，其中圖 13 以清代 42%出現頻率最高，圖

12 則以明萬曆出現 17%最高。 

 

六、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版心魚尾現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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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尾元件中，分為黑魚尾、白魚尾、花魚尾等，魚尾的組合有單魚尾、雙魚

尾相隨、雙魚尾相向、三魚尾或是無魚尾現象等，本研究依據魚尾狀態與魚尾的

組合現象，將宋代、明嘉靖、明萬曆、清代以統計數據化方式，了解不同朝代間

的魚尾情形，詳細數據請參考附錄三。 

依據附錄三統計結果觀察得知，宋代版心魚尾組合現象出現單魚尾的數量達

59 部書，佔總比例的 34%，其次為雙魚尾相隨數量 55 部書；明嘉靖版心魚尾組

合，單魚尾出現了 148 部書，佔總比例的 57%，有版心無魚尾現象出現 41 部書，

位居第二；明萬曆版心魚尾組合，單魚尾出現 155 部書，佔總比例的 71%，無魚

尾 35 部書；清代版心魚尾統計結果，單魚尾 195 部書，佔總比例的 69%，無魚

尾佔 104 部書。綜合結果，魚尾組合成四至六種現象，版心內使用單魚尾現象最

頻繁，其次為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使用的無魚尾狀態。 

 

七、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版心象鼻現象比較 

版心象鼻處，因墨跡著印分有黑口、白口與花口不同現象，本研究依據魚尾

狀態與魚尾的組合現象，將宋代、明嘉靖、明萬曆、清代以統計數據化方式了解

不同朝代間的版心象鼻處情形，詳細數據請參考附錄四。 

依據附錄四，宋代象鼻使用花口 65 部書，佔總比例的 38%，明嘉靖使用花

口 95 部書，佔總比例的 37%，白口出現有 127 部書，佔總比例的 49%，明萬曆

使用花口有 160 部書，佔總比例的 74%，清代使用花口有 242 部書，佔總比例的

86%。統合上述數據結果，除明嘉靖白口使用率達 49%之外，在宋代、明萬曆與

清代版心象鼻內，皆在花口運用上出現最多。 

 

八、宋代、明嘉靖、明萬曆與清代版心空間配置現象 

版心在空間配置上，由上至下依序為上象鼻、魚尾間與下象鼻。本研究中，

在上象鼻、魚尾間、下象鼻比例現象調查中，摒除單魚尾或單線條條件之下，所

形成的三至四空間測量其尺寸情況，同時因每部書的版面不同，為比較比重成

分，故再換算成百分比予以比對，如附錄五，統計結果如下表 13： 

在雙魚尾現象條件下的版心配置空間內，宋代有 34 部書，明嘉靖有 243 部

書，明萬曆有 125 部書，清代有 70 部書。宋代在魚尾間＞下象鼻＞上象鼻出現

13 部書，魚尾間＞下象鼻=上象鼻出現 12 部書，各佔總比例的 38%與 35%；明

嘉靖魚尾間＞上象鼻＞下象鼻最多，有 166 部書，佔總比例的 68%；明萬曆魚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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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上象鼻＞下象鼻出現 78 部書，佔總比例的 62%，清代魚尾間＞下象鼻＞上

象鼻出現 46 部書，佔總比例的 66%，綜合以上結果，宋代與清代出現魚尾間＞

下象鼻＞上象鼻現象最多，明嘉靖與明萬曆出現魚尾間＞上象鼻＞下象鼻現象最

多。 

 

九、結語 

綜合上述統計數據，彙整出宋、明嘉靖、明萬曆、清朝代古書版心視覺要素

普遍性狀況，如下表 5〜6： 

 

表 5  版心式樣 

 
 

 

 

 

 

 

 

 

 

 

圖 55 宋版版心基本表現形式九種 

資料取得：本研究統計繪製 

 

 

  
 

 
 

宋代版心 F 式

樣    明嘉靖版心 1 式樣   

明萬曆版心 3 式

樣   

清代版心 2 式

樣   

（本研究繪製整理） 

 

表 6 

朝代 版心式

樣 

版心空間配置 魚尾組合 象鼻 

宋代 F 魚尾間＞下象鼻＞上

象鼻 

單魚尾 花口 

明嘉靖 1 魚尾間＞上象鼻＞下

象鼻 

單魚尾 白口 

明萬曆 3 魚尾間＞上象鼻＞下

象鼻 

單魚尾 花口 

清代 2 魚尾間＞下象鼻＞上 單魚尾 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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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 

（本研究整理） 

 

從表 6 與表 5 版心式樣交叉比對看出，宋代、明萬曆與清代古書版心，以單

黑魚尾，象鼻花口現象出現最頻繁；明嘉靖出現單白魚尾，象鼻白口數量最多，

印證版本學家4論述，明嘉靖至萬曆年間盛行白口之說。綜合以上版心式樣調查

整理結果，數量以單、黑白不等魚尾呈現最高，版心式樣視覺要素組合單純且同

視性高，  單黑魚尾在中國古書版心中，為匠工使用最普遍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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