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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拓
师
丁
菲
：
让
古
老
的
美
在
纸
上
复
活

拓片，是我们

中国人颇具审美特

点的古老传承。在

那看似简单的操作

与薄薄的纸片上，

有着属于我们中国

人自己的文化印

记。文物拓片更是

记录了历史的脚

步，从某些方面将

古人的所见所想更

广泛地告诉后人。

在黄骅市博物馆，

35 岁的丁菲是这

里的传拓师，她的

工作就是让那些古

老的器物，通过她

的双手变为另一种

形式的美，以一种

独特的印记标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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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是使

用宣纸和墨汁，将碑、器皿等物件上的文

字、图案等清晰拷贝出来的一种技能，在

古代，其功用类似于同比例尺的“黑白相

片”。在没有完好保存手段的千百年前，

人们习惯将重大的纪事、名家手迹等，刻

于容易保存的比如石壁、砖瓦、木料、玉

石等物体上，用以保存文字和图像。

阳春三月，黄骅市博物馆院内，花

树抽出了嫩芽。在这里，丁菲迎来了在

黄骅市博物馆工作的第一个春天。

早上8时30分，和大部分上班族一

样，丁菲已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的工

作室位于黄骅市博物馆办公区域的二

层小楼内，陈设简单，一张大大的长条

桌占据了办公室的大部分空间。长条

桌上的摆设诠释着她的工作：一沓厚厚

的扎花纸、留有墨迹的白色瓷盘、装有

清水的小瓷杯，还有从拳头大小到棉棒

大小的拓包、在地板上打磨过的鬃刷

……长条桌旁，是丁菲的办公桌，一幅

书法墨迹未干。

这天一早，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文物

库里为丁菲取来文物，这是当日丁菲准

备拓的三面铜镜，每一面都是岁月斑

驳。丁菲把三面铜镜放好，用三张扎花

纸依次轻轻地压在铜镜上。毛巾略微

蘸些清水，再拧干，然后用毛巾在纸上

轻按下去。按，是有技法的。太轻，纸

不能与器物完全帖服；太重，那薄薄的

纸又极易破损。

随着水在纸上氤氲开来，铜镜上的

每一条纹理开始凹凸显现在扎花纸

上。一幅清晰的画面徐徐展开：一棵舒

展的花树下，一匹肥硕的马四蹄弯曲，

尾巴甩起……但头部有些不清晰。随

后，丁菲用一张薄薄的塑料纸压在纸

上，用鬃刷隔着塑料纸对有气泡的地方

进行清扫。她说，这把鬃刷是经过特殊

处理的，刷头在硬地板上磨过，并不尖

锐，所以不会破坏纸张。她站在桌旁，

俯着身子认真清扫。大概过了十来分

钟，气泡方完全驱除掉。当然，这项工

作的成功率并不是百分之百，这种以韧

性出名的扎花纸有时也很脆弱，稍有不

慎就会破损，甚至在刷完气泡、撤走塑

料纸的时候，也可能会被粘掉一层，所

有的工作就要从头再来。

等待纸张自然风干，这需要耐性。

有时，为了提高效率，丁菲会用一张硬

纸板，在纸张上方轻轻地扇一扇。但随

着纸张的风干，纸张凹凸的画印又会随

着水分的蒸发，开始变得不明确，只剩

下凹凸的痕迹。

扑、擦、点、抹……蘸有墨色的拓包

开始在纸上灵活地跳动。安静的屋子

里，只能听到拓包与纸接触时那轻微的

扑扑声。丁菲全神贯注，纸上的画面逐

渐清晰……

“这活儿不能急，心要安定下来。只

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感悟到器物的语

言。心里哪怕有一丝浮躁，都会影响到

传拓效果。如果一时不能专心，那就干

脆不要做，不然只会越做越糟糕。”丁菲

停下手中的活儿，才顾得上说几句话。

“这活儿，不能急”

制作文物拓片，要真实客观地反映文物原貌，

包括文物的残缺和锈斑都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拓片的意义又不止于此。

“每一件器物都是有生命的，其形体、铭文、纹

饰、质感等等，无不在表达它自己的语言。要懂一

件器物的语言，就是要知道它表现的主体部分是什

么，区分主次与虚实的关系。在传拓中不断修正，

来体现器物的精神。这样的拓片作品才有内涵和

精气神儿。”丁菲说着，展示了一张完成的拓片作

品。这是黄骅市博物馆内的一件明代兽面纹铜觚，

高31.1厘米，口径18.9厘米，底径12.1厘米。这是

一件立体器物的全形拓片，拓片中器物粗细不一的

纹饰、各种各样的花相互交错，十分复杂。

全形拓技艺最难的是拓纸不能进行任何裁剪，上

纸过程中需随器形变化分段分次完成，十分费工。立

体器物向平面转移，在传拓过程中，因为广角视觉差

的关系，在处理线条时，丁菲需要找准一个花纹中间

的基准点，将纸贴合器物，沿着细小花纹的弧度，一点

点将线条和原线条契合。每次上纸不能贪多，移动部

位不宜过大，每移一次都要衔接好花纹线条，始终要

在所绘出的线内进行，绝不可延伸到线外，否则会变

形失真。一幅拓片的完成，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甚至

更久，反复多次甚至几十次都是常有的事。

传拓，主角是黑色的墨。而墨与水相结合，就

形成了深浅层次的墨韵，千变万化。“你看这面铜

镜！”丁菲又展示了一面双鱼纹带柄铜镜，出土于黄

骅市医院东400米处，图案是两条鱼儿相对游弋。

“按照原物真实的原则，鱼鳞只需要全部拓深拓实

即可，但在尊重原物的基础上，拓片过程中进行了

艺术化处理，鱼腹部位颜色较浅，将鱼儿游动的形

态展现得活灵活现。”丁菲讲解道。

读懂器物之美

丁菲接触传拓已有四年时间了。她最初与传拓

结缘，是因为一块带有饕餮纹的瓦当。对从小学习美

术专业的丁菲而言，传拓是个新鲜领域，开始接触传

拓，她完全是抱着玩儿的心态。可接触传拓的时间久

了，她发现，传拓的乐趣妙不可言。不只是工作中接

触的文物，但凡看到一些有艺术韵味的东西，她就想

拿来拓。茶壶、砚台……都成为她的传拓对象。

蝉翼拓、乌金拓、影拓等各种传拓手法，丁菲都要

试上一试。在传拓后，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题跋或

是以器物再创作，都碰撞出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一把茶壶，画里没有细细勾勒的画面，由无数不同灰

度的模点构成画面，幽幽地透着拙朴的气息，再配上

题跋，一件艺术品浑然天成；一幅古代器皿拓图，在上

面又添了几支色彩斑斓的花儿，妙趣横生……

在一次又一次地墨色拓印中，丁菲打磨雕琢的

不仅仅是拓片作品，还有她自己的心性。每天，丁

菲基本都在独处中度过。她是个灵动外向的姑娘，

可在带上套袖伏案工作时，就完全沉浸在用墨者的

世界里。一件文物需要多张拓片，博物馆用以保留

存档以作研究。一天下来，连续工作的丁菲有时也

感到腰酸背疼。但看到新完成的拓片，她内心的愉

悦要远远多于劳累。如今，她已经为黄骅市博物馆

保留了百余张文物拓片。

说来也是缘分。四年前，黄骅，这个远离她的

家乡1600多公里的城市，成了丁菲的第二故乡：四

年前，她随丈夫李侃拜黄骅籍书法篆刻大家冯宝麟

先生为师，因而选择到黄骅定居，执着地奔跑在追

逐艺术梦想的道路上。

丁菲说，对她而言，故乡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生

长的地方，那片土地就是自己的故乡；另一种是内

心的故乡，来自逐梦的信仰，心安处就是故乡。

不远千里赴黄骅拜师

2

3

1
丁菲传拓作品丁菲传拓作品。。

丁菲在认真工作丁菲在认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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