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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 古 传 今 永 存 真
本报记者 牛健存 崔儒靖 魏志广 摄影报道

有一块碑，字里行间，抒发学
子胸臆。从初识到别离，浓缩师生
深情，百年光华流转。

有一砚墨，浓淡相宜，渗入碑
上宣纸。从点横撇捺中，拓出妙墨
丹青，从指间到心田。

4月6日，在沧县大褚村刘场
村，沧州彧元堂传拓技艺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刘世涛，受邀为
西北军元老张吉墉为恩师手书的
墓碑传拓。

在乡间野外，刘世涛和妻子
黄云初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从
正午阳光下，到暮色苍茫时……

这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缩影。
受祖辈影响，43 岁的刘世涛

与传拓艺术已结下了30余年的不
解之缘。

“没有一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这便是手
工技艺区别于机器制作的地方。”刘世涛说，

“传拓不是只把东西拓出来，更多的是艺术和
个人思想的表达。”

刘世涛认为，传拓一定要表达中国的水
墨精神，而器物的筋骨血肉就是墨的精气神。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水墨之韵在拓片上完
成了一次次成功的“附体”。

在传拓古器物的时候，刘世涛注重对于
线的表现力，不是刻意地把线“做实”，而是体
现出线的刚柔虚实，并注意到浓淡变化及呼
应关系。这样的线就有了动势，就“活”了起来。

同时，他的传拓作品很看重“留白”，在同
样有墨的基础上体现墨色浓淡深浅的变化。
他施墨“不匀”而达到了“不匀之匀”，重墨既
给了“骨”又给了“力”，继而有了“动”，静止
的器物有了动势才愈显高妙。

在做好技艺传承的同时，刘世涛不忘以
艺术回馈社会、服务家乡。

2006年，刘世涛在老师张之的带领下，
协助完成了沧州大运河碑廊的碑刻拓制工
作。

2011年至2013年，刘世涛共制作了包含
沧州出土文物汉砖文、瓦当文及紫砂壶陶刻
在内的拓片礼品7000余件。

目前，刘世涛正在潜心创作、烧制大运
河、镇海吼、沧州名家名言等沧州风物系列紫
砂版藏书票。

“传统的传拓技法并不复杂，但要拓出一
张好的作品，对拓者的书画功底、历史文化积
淀、考古素养都有很高的要求。传拓不仅是一
项技艺和‘复制’的过程，也是一门再创造的
艺术。拓者在操作中会做艺术加工，融入自己
的想法，进行再创作。像全形拓就很复杂，需
要考虑很多细节的拓法。我的老师马国庆先
生创立的‘立体拓’体系，把传拓技艺推向了
一个新高度。”

听闻刘世涛自江苏宜兴回乡，在运河区
文化馆工作人员安排下，4月 2日和 7日，解
放路小学和上海路小学 50余名小学生，在
运河区非遗中心，聆听了刘世涛的传拓艺术
课……

受“无衔将军”张仲瀚的同族后人张炳启
之邀，6日下午，刘世涛夫妇还无偿为张仲瀚
的伯父张吉墉手书的石碑传拓……

“传拓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
就是用宣纸和墨，将碑文、器皿上的文
字或图案，清晰地拓出来的一种技能。
不同于书法绘画，拓片是集金石学、考
古学、美学三位一体的高层次艺术门
类，也是记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
体之一。”见到记者，迁居江苏宜兴
10年之久的刘世涛侃侃而谈。

据史料记载，传拓技艺最早出现
于东汉时期的洛阳，距今已有近两千
年历史。作为复制和保存金石文献资
料的重要方法，传拓技艺的发明与东
汉时期盛行的刻碑之风，以及蔡侯纸
的出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
灵帝诏蔡邕等人书刻《周易》《尚书》

《论语》等七经文字于 46 块碑石之
上。这些立于东汉太学的碑石，是我
国古代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
经本，史称“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立起后，每日到太学
门前观览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出现了

“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的景象。
《中国通史简编》中记载，“刻石

技术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

保存于久远，并由此发现摹拓术”。学
界通常认为，“熹平石经”的刻制，直
接导致了拓印的发明。

据了解，现存最早的拓片是唐太
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温泉铭》。原碑
已遗失，拓片被发现于敦煌藏经洞，
现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刘世涛说，传拓作品为拓本，一
般被称为拓片。在一些拍卖会上，一
件拓片题跋作品常常能够卖出几千
万元，就是因为历史上的真迹没能流
传下来，使拓片显得尤为珍贵。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碑刻都是主
持者请当时的书法名家题写，称为书
丹，然后再请勒石高手刻成。这种碑
刻“下真迹一等”，极具价值。传拓技
艺使其能够广泛传播，也使人们在临
摹经典书法作品时更加便捷。

“拓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艺术价值。这项技艺在沧州
也有久远的历史。”刘世涛说：“金石传
拓技艺就是古人的‘印刷术’，也可以
说是现在的‘复印术’。传拓为我们保
留了珍贵的文物、文献和艺术资料。
拓片本身也成为了精致的艺术品。”

始于东汉“印刷术”1 感悟岁月人生3

书香家庭四代传2
1979 年，刘世涛出生在沧县杜

林镇三合村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的曾
祖父、彧元堂传拓技艺第一代传承人
刘德一，虽以务农为生，但因热爱书
画，年轻时就与京津等地书画名家交
往甚密。

受刘德一影响，刘世涛的祖父刘俊
哲、父亲刘汝江均以书法、绘画见长。

刘世涛说：“很小的时候，在父
亲的指导下，我就开始学习书法了。
那时候，逢年过节，十里八乡的亲戚
朋友都来我家，请父亲写春联。到现
在，我还清晰记得小时候背春联、听
爷爷说传拓、跟爸爸拓砖瓦、碑石的
情景……”

受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除
了传拓技艺，刘世涛对书画、篆刻、诗
词、楹联、陶刻等传统技艺都有造诣。
他被文化界朋友称作传拓、紫砂及
诗、书、画、印“六艺”皆通的才子。

刘世涛曾拜书法家李德瑞为师
学习书法，后拜书法家张之为师学习
书刻及传拓技艺，2012年拜在著名
金石学家、传拓名家马国庆门下，研
习立体拓技艺。家学渊源及名师传
授，对他的传拓技艺的长进起到了非

常大的助推作用。
“历代收藏家都很重视旧拓本，

现有的旧拓本大都是各大博物馆里
的珍贵文物。”刘世涛介绍，在经历了
元、明两代的衰颓后，金石学在清代
迅猛发展，成为显学。

2011年，刘世涛辞职南下，到江
苏宜兴创办了工作室。他一边传播沧
州彧元堂传拓技艺，一边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同道交游学习。

如今，他任教于江苏省陶瓷艺术
实训基地，讲授书法篆刻、陶瓷装饰
及工艺美术师职称技艺培训。他还创
办了彧元书院，系统培训紫砂书画艺
术人才。

在 30余年的艺术实践中，刘世
涛在传统用墨的基础上大胆变化。

他用墨讲求燥润有变而又相辅
相成、互相生发，墨色过渡自然，既有
主次而又融合无迹互不相夺。看似简
单，实为通过经验、学识和感悟的积
累，使拓片在他手中自然流淌出来的。

近年来，刘世涛主要传拓对象为
秦汉砖瓦，唐、明、清碑刻墓志，紫砂
壶及其他画像石、钱币、墨、砚等作
品。精湛的技艺，也让他声名在外。

刘世涛和妻子黄云初正在拓碑刘世涛和妻子黄云初正在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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