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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拓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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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传拓是金石组采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76 年 3 月，为了补充馆藏，组里准备

让我跟随年届花甲的王敏先生到河北省承德市传拓碑刻，为期三个月。这是金石组成立以来

第一次组织员工到外埠传拓，也是我来到组里后第一次出差，心情非常激动。任务下达后，

我们便开始忙碌了起来。首先，我要向老同志学习传拓技术，其次要到琉璃厂购买宣纸、墨

块墨汁，捆扎上墨用的扑子等。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5 月 10 日上午，我们从北京站乘火车出发，下午抵达承德市，

市文物局文物科冯春江科长到站迎接我们。传拓工作得到了市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他们除了

负责交通和食宿外，还派了一名年轻员工协助我们。这次要补拓的碑刻有五十多种，大多数

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有些在承德的市区和围场县，还有近期从地区下属县搜集来存放在山

庄里的。为了方便传拓，我们被安排在山庄内市文物局的办公区里居住。经过短暂的准备后，

5 月 12 日，紧张的传拓工作便开始了。 

这次补拓的碑刻全是存放在室外的。室外，特别是野外拓碑，对天气的要求较高。适中

的温湿度、静风或微风、无雨、阳光照射不到石碑是最佳的传拓时机，我们必须要抓住每一

个这样的机会。每年的 5—7 月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三个月，在这里，不到 4 点钟天就蒙蒙

发亮，5 点不到太阳就爬上了山头。虽然在群山环抱的山庄里太阳出来较晚，但只要一出来

就是火辣辣的，不一会儿便会把毫无遮掩下的石碑烤得热乎乎的。山庄方圆二十里，离我们

住处最远的碑有将近五里的路程。为了尽量避开在强光照射石碑的时候作业，我们经常是 4

点多钟起床，5 点钟便从住所出发了。夏日里，早上的太阳是从东北方向升起来的，首先照

射到的是碑的阴面，我们就先拓碑的阳面；9 点以后，太阳转过来开始照射石碑阳面时，我

们就拓碑的阴面。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一般 10 点钟以后，风力就会逐渐加大，这时我们

就准备收工了。下午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当天制作的拓片和为明天拓碑作准备——捣墨、清洗

扑子、焖纸等。因为天气炎热，头天焖的纸最好要用完，所以每天收工后，我们还要顺便去

测量第二天所要传拓的石碑尺寸，以便掌握用纸量，避免造成浪费。 

传拓较高的碑刻时，需要借助登高工具。高度在 3 米以内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就能

解决问题了。避暑山庄是皇家园林，很多碑有四五米髙，需要借助脚手架才能制作拓片。搭

脚手架不但费工费时而且成本高，我们就用叠罗汉、搭积木的方法来替代搭脚手架，具体的

做法是：最下面横着放两个高度约 1.5 米的高凳，上面铺上脚手板，脚手板上面再放上高度

约 0.7 米的桌子，再在桌子上放上凳子，人站在上面，加上身高臂长，就能够到将近 5 米高

的地方了。于是，在我们的手推车上，除了工具箱外，还少不了要装上桌子、椅子、高凳、

脚手板一类的登高用具。每天，我们不仅要上下攀登几十次，还要在足有一层楼高的上面刷

纸、扑墨。由于是“高空”作业，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一天下来四肢都是酸疼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地习惯了。 

承德市市区内一座寺庙的屋檐下有一通《宏济寺碑》，石碑距离窗户不到一米远。当时，

房子里住着一户居民，屋里伸出来的烟囱正对着石碑。多年来，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油烟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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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熏的又黑又亮，传拓前，我们必须要把上面的油污清理干净。清洗中，王敏先生不失时机

地向我传授有关“洗碑”方面的知识：一般意义上的“洗碑”是指拓碑前用清水将石碑上的

污物洗刷干净，如果字口中积有杂物，还要用竹木类工具将其剔除掉，绝对不能用金属类工

具，以免伤及字口。而版本意义上的“洗碑”则是指后人沿着碑上所刻文字的笔画深剜，虽

然深剜后，字迹较以前清晰了许多，但字的精神气却大不如前，作为文献资料尚可，作为书

法临摹就会误人子弟了。 

山庄内及周围的碑刻拓完后，7 月 22 日，我们北上前往围场县。围场县要拓的碑刻共

四种，其中三种在县城以南 30 余公里处的庙宫村。庙宫村位于隆化县与围场县交界处的崖

口，这里是清朝皇帝狩猎进入围场的天然门户，美丽的伊逊河从它的旁边流过。河的上游是

库容量近 2 亿立方米的庙宫水库。村里面有一座“敦仁镇远神祠”，神祠的前院是清帝祭神

的庙宇，后院是他们的行宫，后来人们便将这座神祠称为庙宫了。神祠正南方几百米处，相

对高度不到 100 米的山上矗立着一座通高 4.95 米，碑身宽 1.25 米，厚 0.55 米的石碑。碑的

阴阳及两侧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着乾隆十六年（1751）秋，弘历皇帝题写的

到木兰围场打猎的诗——《木兰秋狝人崖口有作》。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震惊中外的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们正在此处拓碑，借住在铁道兵某团招待所的土坯房里。虽然这里距

离震中有 250 余公里远，但是强大的地震波还是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慌忙地从屋里跑了出

来。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如果住所上方的庙宫水库溃坝，我们将遭受灭顶之灾，必为鱼鳖

了。当天上午，我们来到山上继续工作时，发现碑身与碑座的结合处被强震损毁并有错移，

万幸的是没有倒塌。看到此景，王敏先生给我讲述了碑帖鉴定中的有关知识。明嘉靖三十四

年（1555)十二月，关中发生大地震，西安碑林里的许多碑刻遭到损毁，其中著名的唐《开

成石经》三分之一以上被折断，这也成为了我们鉴定石碑拓片的重要证据：凡是碑刻拓片上

有断痕的，必定是嘉靖三十四年以后所拓。 

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太影响我们的工作，传拓完庙宫村的碑刻后，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前往

围场县城以北 40 余公里处的新拨，继续我们最后的一拓。8 月初，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所有

传拓任务，共传拓承德地区的碑刻 59 种，计一式三份 357 张，总面积达 430 余平方米，耗

费四尺宣纸 600 余张。按照我馆与承德市文物局的约定，两份归我馆收藏（有民族文字的金

石组和民族语文组各收藏一份），一份归承德市文物局收藏。8 月 7 日，和文物局进行工作

交接后，我们踏上了回京的路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在承德拓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38 年，却还是让我难以忘

怀。因为这次行程不但让我学会了传拓技术，还学习到不少碑帖鉴定和清代历史知识，增强

了识别繁体、草书、篆书字的能力，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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