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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让文物“说话”

“以碑刻石刻为母本的拓片
制作技艺是为了保存文字图案而
诞生的传统技艺，所拓印的碑帖
是古代学习书法的重要工具，也
可以说这是一项可以让文物‘说
话’的老手艺。”在孔府后侧的曲
阜碑帖拓制基地，第四代曲阜碑
拓技艺传承人周龙涛穿梭于众多
石碑之间流连忘返。

作为我国一门古老的“传真”
技艺，拓片制作技艺起源于南北
朝时期，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与
打磨，在历史考证、书法艺术、文
学艺术等方面留下众多珍贵的资
料。而曲阜碑拓技艺主要应用于
书法类碑刻作品的拓制，因独创
的擦拓技法，能最大程度还原书
法作品的形态和神韵，具有极高
艺术价值。

“由于东西南北地域环境的
差异和传达对象的不同，拓制技
艺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擦
拓、扑拓、乌金拓、蝉翼拓、蜡墨
拓、镶拓等多种风格各异的传拓
技法。曲阜碑拓主要以擦拓和扑
拓两种技法见长，两者与上墨工
具、技法以及适用对象与效果也
不一样。”周龙涛解释，以上墨工
具为例，扑拓是使用由白布或绸
缎包棉花和油纸做成的蒜头形扑
子。擦拓使用的擦子是用细毛毡
卷制而成，其中要求卷紧缝密，手
抓合适为宜。

“擦拓时，我们要将毡卷下
端切齐烙平，把湿纸铺在碑石
上，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使纸
紧覆凹处，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
地砸一遍。”只见周龙涛手拿细
毛毡卷成的擦子不断地揉擦，石
碑上方的纸面字体逐渐清晰，一
幅“会说话”的碑帖拓片作品已
初具雏形。

拓制看似简单，真正做好需
要一定的功夫。“在上墨环节时，
如果墨太多了会浸透宣纸，从而
污染了石碑。上墨的量不够，又很
难将器物上的信息准确拓下来。”
谈话间，周龙涛将手中的棕刷换
成木锤涂敲，刹那间，碑石上一些
细微之处显现于宣纸之上，清晰
明了。“这样可以保证全部细节复
刻于纸上，甚至碑石上的一些细
微裂痕都可以显现，接下来待纸
干后，我们再用笔在拓板上蘸墨，
用擦子把墨汁揉匀，并往纸上擦
墨，千万不能浸透纸背，要使碑文
黑白分明，只要擦墨三遍就完成
了。”

传统技艺的“前世今生”

除了独创拓制技法之外，“曲
阜碑拓技艺”的金字招牌更源于
当地得天独厚的碑帖资源。

据当地文物部门统计，在孔
府、孔庙、孔林、颜庙、周公庙、少
昊陵、孟母林等处，存有自西汉
以来历代碑刻5000余块，其中最
大的重数百吨，高16米；最小的
仅10厘米长。碑刻年代从西汉、
东汉、曹魏、北魏、东魏、北齐、
隋、唐、宋、金、元、明、清至民国
时期。

“经查阅资料，我们了解到在
清中叶以后，因金石大盛，碑派书
法兴起。由此曲阜商业性的碑帖
业开始兴盛，至民国时期，曲阜碑
帖业达到顶峰，曲阜从事碑帖业
的手工业者和经营碑帖的店铺有
数十家之多。”周龙涛说，除了当

地的碑刻资源，民间还搜集了很
多如西安、洛阳的碑刻及碑帖，种
类达上千种。由此延伸而来的拓
本也因清细精美，成为喜爱金石、
书法、文学、史学等文人墨客及书
画商人竞相购买收藏的艺术品，
曲阜一度成为与西安齐名的中国
两大碑帖集散地之一。

“正因为曲阜碑拓技艺有着
辉煌的‘前世’，所以我们不能将
这份老手艺丢了。”话语间，周龙
涛的语气充满了五味杂陈。出于
文物的有效保护，在石刻文物上
施展碑拓技艺已不符合要求。如
何在保护碑刻石刻文物的同时，
又能将碑拓技艺传承下去，引发
了周龙涛和传承人的思考。“我们
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碑帖拓制
艺人，在继承碑帖拓制技术的同
时，采用复碑不断发掘传统拓制
技术，目前已延续了6代拓片制作
技艺传承人。”

除了曲阜碑拓技艺传承人，

周龙涛还担任曲阜市文物局交流
中心主任，主要负责曲阜市文物
商店的工作，这也为他传承碑拓
技艺奠定基础。“作为曲阜唯一一
家碑帖拓制、专营的国有商店，从
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把曲阜
具有碑帖拓制技艺的老艺人吸收
进文物店，还收集了很多民间的

‘复刻’石碑。”周龙涛解释说，得
益于这些复碑，解决了无法在石
刻文物上施展碑拓技艺的困境。
如今，凭借清细精美的特点，曲阜
市文物商店所拓制的碑帖不仅畅
销全国各地，更是走出“国门”，远
销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欧美等国
家和地区。

传统技艺的“破土新生”

“这是我们基地的拓片制作
教学培训室，与很多地方不同，我
们一般是对学校教师、博物馆、文
化馆等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这不，我现在正准备拓片培训
的课程。”在曲阜三孔碑帖拓制基
地，周龙涛的“大徒弟”马长君正
忙碌着。

马长君介绍，作为拓片制作
技艺传承人，不再仅限于拓片的
生产制作，更多的是教学培训。

“近年来，随着中国曲阜孔子研学
旅游节、曲阜百姓儒学节等活动
的举办，曲阜研学游挺火。现场拓
片制作技艺成为研学必备的一
环。”马长君说，曲阜各研学旅游
基地都在推拜师礼、成人礼、开笔
礼等传统技艺基础上，拓片制作
体验受到中外游客、师生们的喜
爱。

“在亲手制作拓片的过程中
感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书本
上看到的知识活灵活现地展现在
手中，过程很丰富，特别有意思。”
从济南来曲阜参加研学游的学生
李楠在孔庙的诗礼堂体验完拓片
制作技艺后，深有感触。

曲阜以文化“两创”为抓手，
精心培育“文创产品、夜经济、孔
府菜、研学游”四大新业态。其中
拓片作为曲阜“三宝”之一获得游
客的关注。“我们在景区设立碑帖
销售店进行文创产品的销售，有
适合临帖的册页型、手卷型的字
帖，也有印刷体、印刷本等样式。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对这些碑拓
文创产品产生极大的兴趣。”周龙
涛说。

这项传统技艺通过网络直播
等方式，搭上电子商务的顺风车。
在曲阜市书院街道的山东汉风艺
术工程有限公司，近60个直播间
内非常热闹。工人师傅现场演示
拓片的制作过程，主播通过讲解
将一个个拓片工艺品“输送”出
去，2023年该公司“孔庙祈福”“百
家姓”“至理格言”等拓片文创产
品年销售额就达300多万元。

传统拓片制作技艺在国内外
的展会展览频繁亮相；拓片制作
技艺传承人走进学校、社区，为青
少 年 、市 民 宣 传 教 授 传 统 技
艺……在文化“两创”进程中，拓
片制作技艺迎来“破土新生”。如
今，传统碑拓又成为曲阜的“金字
招牌。”

“一张张拓片，黑白分明，精
美绝伦，它们蕴含着传统文化的
奥秘，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
悠久历史，我相信，只要我们坚
持，传统技艺便能得以传承，文脉
就不会断层，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未来充满希望。”周龙涛笑着说。

曲阜碑拓的历史悠久，起
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承至
今已有千年历史。曲阜作为孔
子故里，不仅因其丰富的文化
底蕴和历史遗迹而闻名，还因
其独特的碑拓制作技艺备受
推崇。曲阜碑刻众多，记人名
录者有五千余块，这为曲阜碑
拓技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

曲阜拓碑业自宋代以来开
始兴盛，特别是在清乾隆年间，
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日
益增长，曲阜商业性的碑帖业
开始兴盛起来。到同治年间，曲

阜碑帖业空前繁荣，专营碑帖
的店堂就有八九家之多。宋朝
以后，曲阜就有碑帖拓制出现
了，一直到民国时期，曲阜发展
成为中国最大的碑帖集散地，
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几大碑帖
庄，创造了新的碑帖拓制方法，
并流传至今。从事碑帖拓制的
队伍多达千人，所拓制碑帖早
期被孔府定为向朝廷进贡和女
儿出嫁的嫁妆之一，至今仍被
国内外收藏家视为珍品。

曲阜碑拓的技法多样，但
主要有擦拓和扑拓两种，其中
擦拓为曲阜独创。

曲阜碑刻资源丰富，
存有自西汉以来历代碑
刻5000余块，其中汉碑数
量居全国之首，不乏北陛
石、五凤刻石、乙瑛碑、孔
宙 碑 等 汉 代 碑 刻 的 精
品……古人持刀刻金石
以志，今人执拓摹岁月波
纹。丰富的碑刻资源，造
就“曲阜碑拓技艺”的金
字招牌，也使曲阜一度成
为与西安齐名的两大碑
帖集散地之一。

随着毛笔应用减少、
文物保护等原因，碑拓技
艺开始“小众”起来。曲阜
碑拓技艺的传承人没有
因小失“大”，采用复碑方
式打造模板、发掘传统拓
制技术、发展曲阜独创

“擦拓”制作技法、开发拓
片文创产品等，在文化

“两创”进程中，将这个复
刻历史的老手艺“破土新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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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碑拓传承至今已有千年

葛延伸阅读

周周龙龙涛涛在在复复刻刻石石碑碑上上进进行行““擦擦拓拓””。。

周周龙龙涛涛教教游游客客““扑扑拓拓””技技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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