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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拓片与传拓 

袁玉红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金石拓片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由于对中华古籍保护宣传

力度的不断加大，人们的古籍保护意识逐步增强，记录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金石拓片已引起更多

人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传拓技术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传拓，作为一种技艺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并

日趋成熟与完善，最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传拓作为一种复制和保存文献资料的方法，被普遍运用在金石文字及其图像上，尤其是石刻文字。所谓传

拓，亦称棰拓。“传”与“拓”两字具有不同的含义。《字彙·人部》曰：“传，续也。”陆明德认为：“传

者，相传继续也。”拓，就是用纸和墨从铸刻器物上捶印出其文字、图像或花纹。由于在传拓过程中要运

用一套技术方法，故名传拓技法。又因此法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上，如拓印碑刻、墓志、甲骨、陶器、青

铜铭文、玉器花纹、瓦当、画像、铜镜、货币、铜器器形等，所以也称金石传拓技法。人们通常所说的拓

片或拓本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制作而成的。 

传拓技术是在刻石已出现，纸张和墨广泛使用的条件下产生的。我国正式刻石的出现当从战国的“石

鼓文”算起，从秦到汉，刻石已有数百种之多。相当数量刻石的出现，为传拓技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条件。

如果说当时只有书写在一定载体上的文字而没有一定数量刻石的出现，就不会有传拓技术的产生了。根据

史学家的考证和考古发现，造纸术最早发明当在西汉时期，公元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术，能够制造

出质地均匀、品质优良，而且可以用来书写的纸张，使得纸张能为一般人所使用。墨的发明和使用更为久

远，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就可以看到使用墨的迹象，殷墟甲骨上也有用墨痕迹，出土的战国和秦汉简牍

也都是用墨书写的。东汉时出现了较大的制墨作坊，而且这时官府已有管理笔墨和纸张的专职人员。刻石、

纸张和墨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传拓技术的发明、发展和使用。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

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

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

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

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所谓“相承传拓之本”显然说的是拓本，说明这些拓本在

隋以前就存在了。由此看来，传拓技术最早在汉魏之间，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 

传拓的“拓”是个多音字，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读音不同。“拓”字的规范读音“ta”，但在民间大

多数读作“tuo”。“拓”字取意不很明白，也不知其起源，而且这个词的产生也并不早，大约南宋时才见

于史书，从前都写作“搨本”，似乎“拓本”即“搨本”的音变，但就其意义而言，其实是两种方法。所

谓“搨”要用薄纸覆在原迹上，细心影写，这种方法，称为“搨”。所谓搨本，就是影写本。《唐书百官

志》记载，宫中集贤殿书院有搨书三人，这些人的专职就是影写古人书迹，赵模等人就是唐太宗时有名

的搨书手。《后汉书·蔡邕传》：“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

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乃碑始立，其观

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从此段文字可以认为汉代的“摹”就是“拓”。“搨”又称为“摹”。

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一篇《论临摹二法》云：“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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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

摹。临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这里说明了临与搨的区别。由此可见，临是为了学习书法，搨或摹

是为了复制。 

“拓本”在宋人黄伯思《跋刘宽碑》中云：“因令工棰拓二碑及阴文，装为三帙。”此时出现了“棰

拓”。棰者，用木棰打纸入碑字也：拓者，用毡包在纸上擦墨也。棰与拓都是打碑的工序，而棰的目的是

为拓，拓本这个词便由此产生。 

拓制拓片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南朝梁虞和《论书表》有：“拓书悉用薄纸”之语。《隋书·经籍志》

有：“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尽管我们今天已看不到梁朝和隋朝时期的拓片，但可以肯定，梁朝

和隋朝就已经出现拓片，现存最早的拓本《温泉铭》上有一行永徽四年（653）题记，说明最晚为唐初时

所拓。窦臮《述书赋》云：“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猎

碣”即“石鼓文”。 文中所说的“打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拓本或拓片。由此可见，在唐代就已经有

石鼓文拓片流传。唐代诗人王建就有“古碣凭人拓”的诗句。清代王澍《虚舟题跋》云：“雍正六年袭鲁

青云：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拓朱砂本《王圣教序》，朱色鲜艳，香气袭人，自首迄尾，丝毫无缺，碑一册，

跋三册，重十数斤，盖初刻成时进御者。”可见唐代不仅已有拓片流行，而且拓制技艺已有相当水平。到

宋代，拓片已盛行风靡，由于文化发达，刻帖业的兴盛，拓印技术得到了空前提高，为后世留下了许多

珍贵拓片，当时对拓片就有“下真迹一等”的评价。明清时期，传拓技艺得到进一步发展，拓片拓制水

平不断提高，拓制更加精致，拓制范围不断扩大，种类和方法更加多样。由此可见，传拓技术发明于汉

代，成长于唐代，极盛于宋元明清。 

传拓的方法有擦拓和扑拓两种。擦拓是用毡卷或扑子蘸墨后，在刷在碑上的纸上横向擦过，字迹就

会出现在纸上，这种拓法适用于平面物体，一般汉碑、唐碑都采用这种方法。如果原碑石表面不平整或

有损毁，擦拓就不能很好地将原文蝉蜕下来，而会产生遗漏或模糊不清，因此在北宋间出现了扑拓的方

法。擦拓改为扑拓，扑子的平面横向运动变为一上一下的纵向运动，这样就可将凹凸不平的载体甚至曲

面载体上的文字或纹饰拓下来。所谓扑拓，就是用细棉布或丝绸包裹棉花做成馒头形状扑子上墨。大致

来说南宋以前多是擦拓，到北宋发明了扑拓之法，南宋末期，发明了蜡拓，明代盛行朱拓，并出现套色

拓。清代所拓器物日增，金石玉器、甲骨陶器、汉砖瓦当、墓志碑刻无所不包。近现代人在继承前人的

基础上运用新的工具材料，推陈出新，方法更为先进。 

按用色的不同，拓本可分为墨拓和色拓两类；按其墨色深浅和使用材料的不同可分为乌金拓、蝉翼

拓、朱拓、套色拓、腊拓等多种，种类不同，效果各异。 

乌金拓是指拓片墨色厚重，黑白对比强烈，似乌金，黑亮晶莹，故名乌金拓。其浓重的色彩，黑白

分明，光可鉴人。乌金拓须用较浓的油烟墨和洁白细腻的宣纸拓制，拓印时应特别注意上墨的时间和干

湿的掌握，讲究前后层次的清晰分明。扑子蘸墨不宜过多，用墨宜浓。第一遍均匀上墨后，待其基本干

透后再上第二遍，如此层层相加，层次分明，字口清晰，直至满意。如《三希堂法帖》、《柳絮诗》等，

都是墨如点漆，光可鉴人。 

蝉翼拓又称蝉衣拓，如夏日鸣蝉的翅膀，墨色薄而均匀。蝉衣拓用纸要薄而细腻，拉力要强，用墨

须精细，最好研墨拓制，如用现成墨汁，用前须加入适量的清水稀释均匀。上墨前可将扑子在废宣纸上

拍打几下，吸去过多的墨汁。蝉翼拓应遵循宁浅勿深，宁淡勿浓，宁干勿湿，宁轻勿重的原则。蝉翼拓

最适合拓制精美的小楷和比较小巧、纹理细致的器物。如《华山碑》等，宣纸纹理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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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拓是指用矿物质颜料朱砂拓制。在古代，当一通新碑刻成后，先拓以朱砂拓片，以示吉祥，而且

朱拓色彩鲜艳夺目，富丽堂皇，有一种别致的艺术效果。朱拓是用鸡蛋清和朱砂或以蜂蜜、桃胶和朱砂，

搅拌均匀后使用。朱拓的方法和其他传拓方法大致相同，只是上色时应特别注意，必须等纸干透后方可

上色。朱拓除用朱砂拓制外，也可以使用水粉颜料或广告色等拓制，用时应调入适量的清水。如《君车

画像》等。 

色拓中除以红色拓制外，也可根据需要选用其他颜色，也别有一种艺术效果。 

套拓是在一张拓片上运用几种颜色拓制。使用套拓方法拓制的拓片，其色彩变化更为丰富，具有十

分特殊的艺术效果。使用套拓法时，应根据所拓器物的特点而定，一般文字碑刻不适宜，石刻画像类的

刻石可适当选用，但注意不要过多追求色彩的变化，以避免杂乱无章。可以根据色彩明暗或冷暖的对比

关系，突出主要部位，使之表现力更加鲜明。如《玄奘取经路线图》、《镇宅龟蛇图》等。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拓制精美的拓片必须配备一套得心应手的传拓材料和工具。 

在传拓材料中用纸和用墨非常重要。传拓用纸要求纸质细腻、柔软而有拉力，以既薄又富有韧性者

为佳。纸居中国文房四宝之首，宣纸又是纸张中一种高级的书画用纸。宣纸原产于唐代宣州泾县，在宣城

集散，因而得名。宣纸有熟、生宣之分。熟宣加矾，生宣不加矾，拓片用纸一般宜采用生宣。宣纸的主要

原料是檀树皮，这种纸张的特点是皮棉多、纤维长、质柔软、拉力大。宣纸品类很多，如绵连、单宣、粉

连、夹宣等薄厚不等。六级绵连是纸中最薄的一种，质薄均匀，韧性强，适合拓甲骨、玉器以及纤细的图

案，为传拓材料纸中之佳品。单宣厚薄均匀，后横道帘子纹印，适宜拓印纹饰深、字体大的物件，如碑刻、

墓志、瓦当、画像等。粉连质脆，韧性小，但质薄光洁，可用作拓印钱币、玺印等。夹宣，适宜托裱。 

拓片用墨以油烟墨为好。《墨经》云：“紫光为上，墨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最下。凡光与色不可

废之，以文不渝者为贵”。墨有两类：即松烟墨和油烟墨。松烟墨，色墨无光，见水后易渗化，仅宜写字，

不宜拓印。油烟墨，适宜拓印。过去拓印都是自已捣墨，太多用不完，太少不好捣，既不方便又不经济，

现在已无人捣墨，都用北京的“一得阁”墨汁。由于墨汁胶性大，容易形成扑包堵塞，出墨较难，所以在

拓印过程中要尽量使扑包保持湿润，使其出墨流畅。 

砚台主要是用来研墨，一般传拓小器物才使用。传拓使用的砚台，要求石质细腻，光滑润泽，宜大宜

平，以端砚、歙砚为佳。研墨时一定要使用干净的清水，顺时针重按轻磨，研磨好的墨汁不能隔夜，当天

一定要清洗干净，不然会影响传拓效果和伤及砚台。 

白芨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药。其药用部分是根茎，将其切成薄片浸泡在水里，浸泡后的液体

无色透明，能使水产生粘性，是传拓用的一种绝好的绿色天然植物，对所拓器物无污染无伤害。白芨色白

片薄为上，使用时先取一器皿，放入白芨，再加适量水浸泡。白芨浸泡的时间长短，水的粘稠性也不同，

要根据所拓器物而定，宜损、宜裂者不宜粘稠，白芨水易变质，不宜久放。 

拓大件器物要用大扑子（扑包），大扑子的制作则需要用棉布。棉布的选择，必须布料匀净，无结子，

粗布细布均可入料，只是细者密度大，不如粗者出墨快。 

拓小器物时要用小扑子，小扑子的制作则需要用稠子，最好选用丝绸，丝绸经纬较为均匀、细致，也

可选用旧绸料，但要结实。 

棉花是制作扑子时使用的填充料，制作大扑子可使用普通的棉花，因为在扑子外面还要附上一层毡子；

制作小扑子，则最好使用干净的旧棉花，选用棉花时一定要剔除中间的杂质，旧棉花的弹性好，扎成的扑

子比较好用，如果没有旧棉花也可用弹性较好的蓬松棉等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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毡子是拓碑上纸时使用的。选用毡子薄厚要适中，毡子剪成长约 20 厘米，宽约 8 厘米的长方形，用

时左手拿毡子，右手拿锤子，将毡子放在上好的纸上，边敲击边移动毡子的位置，使纸紧贴在碑石上。拓

小器物则不需要使用。 

塑料布是制作大扑子作隔层用的。 

线绳是为制作大扑子缠绕所用。 

以上材料是制作不同类型拓片的必备材料。 

下面介绍在传拓中所需要的几种工具：棕刷、打刷、扑子、锤子等。 

棕刷又叫平刷，传拓上纸时使用。 

打刷也叫砸刷，传拓上纸时使用。大的用来打制碑石、墓志等大型器物；小的用于打制甲骨、玉石等

小型器物。 

扑子又叫扑包，是上墨的主要工具。大扑子用来拓制大器物，小扑子用来拓制小器物。 

扑子的制作：首先将棉花做成像馒头大小的棉团，用塑料纸将其包裹后用线绳捆紧，在塑料纸外垫一

块扑子大小的毡子，然后选一块稍大点的方棉布，覆盖在毡子之上，最后用线绳捆扎紧，做出一个适合手

握的形状即可。 

小扑子只要用绸布将棉花裹紧，攥在手中就可以用了。 

拓碑的锤子一般选用橡皮锤。橡皮锤弹性好，易于棰打，不会伤及器物，但不适用小型器物。 

传统的传拓包括清理器物、上纸、上墨和揭取几个步骤。 

清理器物是在传拓之前将器物清洗干净，如灰尘、泥土和油污，文字内或纹饰中遇有土锈，先用竹扦

慢慢剔除，切忌用金属利器，以防损伤器物。清理后的器物一定要使文字、图像、花纹清楚、明晰，我们

把这个过程叫做洗碑。器物清洗干净后，要将器物放牢、放稳。 

上纸。采用一定的方法，把纸紧贴到器物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上纸有干纸法和湿纸法两种，

根据器物类型的不同，上纸方法也不同。在拓制石碑、墓志等稍大刻石时，一般采用湿纸法。湿纸前，应

先量好所拓碑石的尺寸，然后裁纸，纸要裁得略大于器物，将纸叠好，准备好毛巾，将一张叠好的干纸放

在毛巾上，然后将浸过清水的湿纸放在干纸之上，如此交错放置，最后将毛巾包好，双手轻压四周，使纸

干湿均匀。摩崖、玉器、古墨等都可以采用湿纸上纸法。造像、青铜器物、甲骨、钱币等可采用干纸法上

纸。砖瓦、陶器等干湿上纸均可。 

上墨也叫扑墨，就是用扑子把墨打印到纸上。上墨时要掌握好纸的干湿程度，待湿纸由青变白、欲干

未干时，用扑子轻轻拍打上第一遍墨，这遍墨要淡、要匀，使文字或图案稍稍显露，待纸未全干时，再上

第二遍、第三遍……，依次渐进，层层加深，一般的拓片拓四至五遍即可。如想要拓制成乌金拓，只需在

最后一遍拓制时用浓墨扑打兼擦拓即可，如不要光亮，则只需扑拓，不必擦拓。若制作蝉翼拓，则轻拓两

三遍即可。拓碑时还要考虑到工作环境，如果在室内，条件较好，上墨时间充足，操作可以放慢速度，无

论是制作乌金拓还是蝉翼拓，操作都应精工细作；在室外条件差，空气流动快，纸干得较快，容易翘起，

所以上墨时要加快速度，一但纸翘起就不能再拓了。 

传拓时一定要保持器物的原貌不变形。首先，扑拓时扑子要和纸保持直上直下垂直扑拓；第二，要等

到纸的干湿程度达到八九成干时才可上墨，待墨干后方可继续上墨；第三，不能把墨洇入字口，要保持所

拓器物文字或图案的原大，纸一定得打入字口，填充饱满，这样拓制出来的拓片字体才会反映出的是字的

原貌。传拓时，扑子的走向，一般遵循从无字处，从左至右，后扑子压前扑子印三分之一，切记不可东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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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西扑一下，跳跃无序乱扑，否则拓出的拓片墨色就会不均匀，效果极差。上墨要匀净，层层如此，

方能拓出精品。 

在拓制较大刻石时除用腕力外，还要运用臂力，有重有轻扑打出节奏；拓制小形器物时，主要运用腕

力。在传拓过程中，扑子不宜蘸墨太多，当扑子出现墨点时，要及时更换扑子。所拓器物的周边，墨迹不

能出现虚空。 

  拓片的揭取。当拓片终止上墨，完全干透后，方可揭取。一般来讲，只要所拓器物清理的干净，揭取

就非常容易，有时不揭也会自然脱落。揭下拓片后，将其铺在一个平台上，正面朝下，附上衬纸，用棕刷

将其展平。一张完好的拓片制作就完成了。 

拓制好的拓片，其保存是非常重要的。保存拓片首先要防潮、防蛀。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均在恒温恒

湿的库房中保存，温度在 20℃±2℃，湿度 55％±5％。装裱好的拓片不宜长期悬挂，要定期更换。 

传拓技术的发明具有历史意义。首先，传拓技术为我们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如已知现存最早的

原藏敦煌石窟，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图书馆的拓本《温泉铭》，原石在陕西温泉，石久佚，拓片却长久地得

以保存下来了。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宋拓《神策军碑》，原石早已不存，而拓本却依存。类似以拓本或拓片

形式保存至今的石刻资料有很多，为研究碑刻及历史文献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中国古语曰：“寿如金石”，

说明金石的坚固，能传之久远。由于以前对石刻的保护力度不够，现在大批石刻字迹已不清晰了，但是利

用传拓技法拓制的拓片却能使它们风采永驻。其次，传拓技术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书法史料，法帖就是专

门用于学习书法的最好范本。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字帖，像柳公权《玄秘塔》、颜真卿《多宝塔》、欧阳询《九

成宫醴泉铭》等，都是从石碑上传拓下来，经过割裱而成的。 

我国古老的传拓技术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技法纯熟，但是，这些技术和经验，大多是在实际工作中

口手相传的，并没有一门统一的课程，在实际工作中，不仅要求运用娴熟的传拓技法，更需要具备一定的

洞察力、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美学和书法艺术知识，缺少这些“拓外功

夫”，是很难拓好拓片的。所以这就需要在平时不断积累知识，增加修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传统的传拓技术看似落后，但它却是印刷、摄影及其他技术不可取代的。运用传拓技法拓制出来的拓

片，反映的是实物的原大原貌，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都墨如点漆，所以这项传统的传拓技术一直沿用至

今，足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我坚信，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拓技术不可能被其他技术所取代，而将

继续长久的为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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