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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时代，非
遗宛若一座富矿。去年的文博会
上，我市发布了首批“温故”非遗
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非遗小镇、
景区、博物馆、展览馆、手工艺体
验馆等创意丰富的环节，希望让参
与者在认识非遗的同时，感受非遗
背后的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立体体验非遗魅力。

今年 8 月上旬，由市民、专
家、作家以及来自 20 余家全国媒
体的新闻人组成的非遗采风团，展
开越窑青瓷之旅、镇海口海防历史
故事之旅、宁海十里红妆之旅、鄞
州国家宝藏之旅，并探讨如何让宁
波非遗“活”起来，以进一步推进
非遗保护工作。

非遗精彩实践采风

慈溪上林湖是“海上陶瓷之
路”的起航点之一。据考证，上林
湖越窑青瓷始烧于东汉年间，兴起
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时期，
在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停烧。在越窑
青瓷消失近千年之后，上林湖的窑
火被重新点燃。2011年，越窑青瓷
烧制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孙迈华、孙威父子复制
了“三足蟾蜍水盂”“大吉灵羊
油灯”“鸡首壶”“八棱净水瓶”

“褐彩香炉”等具有代表性的越窑
青瓷，还创新了跳刀、戳印、褐彩
等传统工艺手法，为现代青瓷设计
制作提供了新理念。

非遗采风团第一站来到慈溪越

窑青瓷研究所，了解越窑青瓷的制
作流程。孙迈华在介绍所收藏的青
瓷文物时说：“越窑青瓷是中国的

‘母亲瓷’，它的另一个非常值得一
说的贡献是，越窑工匠采用匣钵烧
制，这一创新工艺到现在都无法被
替代。”而今，父子俩还积极致力于
公益展示，为青少年上陶瓷文化和
制作课，“双休日到这里来体验的家
庭很多，也有从上海过来的游客。”

镇海经历了多次反抗外来侵略
战争，见证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
壮举，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海防遗
迹。在位于招宝山景区内的镇海口
海防历史纪念馆，采风团成员聆听
讲解员介绍在当地口耳相传的“镇
海口海防历史故事”。这些故事以
明中叶前后“抗倭”斗争、1841年
鸦片战争“抗英”斗争、1885年前
后中法战争“抗法”斗争、20世纪
三四十年代“抗日”斗争为主要内
容。以英雄人物为中心，以地方风
物为标志的复合形态，包含国家、
民族、地方多种内涵，是当地民众
独特的历史记忆，始终洋溢着昂扬
的斗志与爱国爱乡之情。目前，

“镇海口海防历史故事”正积极申
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千工床、万工轿、十里红嫁
妆”是浙东家喻户晓的民俗现象，
又是江南民间手工技艺的集中体
现。宁海县东方艺术博物馆是一家
集藏品展览、文化交流、休闲体
验、实习实训于一体的民营公益性
博物馆，不仅藏有南北朝至明清时
期的金铜器、石雕、木雕、彩塑等
各个门类的造像艺术精品。第三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宁波泥金
彩漆”及第四批浙江省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清刀木雕”展品，更是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具
有极高的美学鉴赏和艺术研究价
值。

由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
团队设计的宁海十里红妆文化园，
称得上宁海的高颜值地标建筑，

“人意山光、灵动山水”的意境使
其成为网红打卡地。这个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十里红妆婚俗”
为主题的博物馆，分为“百世流
芳·红妆”“十里迎亲·婚嫁”“缑
乡传承·非遗”等 10 个展厅，不
但能观赏，更能体验。非遗采风团
抵达当天，馆内还举行了“七夕穿
针乞巧”活动。

在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非
遗采风团成员近距离欣赏了获得中
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万工
轿”，啧啧称赞其精美的工艺，工
作人员又带着大家到车间了解制作
流程。在西江古村非遗馆，非遗采
风团成员和鄞州的各级非遗传承人
交流，切实感受到宁波是非遗的聚
宝盆，“非遗+旅游”非常精彩，也
大有文章可做。

8 月 6 日，宁波市文化馆把品
牌项目“温故”非遗展搬到了东钱
湖畔的柏悦酒店，这是规格最高的
一场展览，展出的是国家级非遗项
目宁波“三金一嵌”。60 件“国

宝”级甄选作品包括朱金漆木雕、
骨木镶嵌、泥金彩漆、金银彩绣，
都是宁波本土传统手工艺的璀璨成
果和杰出代表。开幕当天还有金银
彩绣高定礼服秀、骨木镶嵌新作发
布，惊艳全场。

让宁波非遗“活”起来

2019 年是文旅融合元年，“非
遗+旅游”备受关注。我市推出的

“温故”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立体
生动地展示了宁波文旅融合的魅
力，也将深入推进非遗保护工作。

在此次非遗精彩实践采风活动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以及非遗传
承人等认为，高品质的旅游需要更
多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附加
值，非遗正是一个地方最有特色的
文化之一，“见人见物见生活”是
非遗保护的新理念，让宁波非遗

“活”起来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首先，要寻找非遗传承保护和

商业开发间的平衡点。传承保护是
目的，商业开发是手段。良性合理
的商业开发将为非遗保护提供支持
资金，提高非遗的社会影响力和认

可度。
第二，以政府为主导，鼓励更

多社会力量介入非遗传承推广。博
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
非遗展示馆等是非遗直接面向市民
的窗口，将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中起
到重要作用。

第三，要重视非遗传承谱系，
加大非遗的宣传保护力度。非遗是
民族的，也是人类的，要培养接班
人，让非遗不因老一辈的离去而成
为历史。要推进非遗进学校、进社
区，让它从民间来回民间去。只有
与当代生活需求密切结合在一起，
唤起更多人对非遗保护的共识，非
遗才能真正焕发活力。

研讨会上，宁波“三金一嵌”
的传承人表示，让非遗“活”起来
就是要守住手中的技艺，跟着现代
节奏走，处理好传统保护和文化创
新这个命题，文旅融合对非遗来说
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宁波非遗产业
前景很好，民办非遗展示馆数量全
国领先，如越窑青瓷、朱金漆木
雕、泥金彩漆、金银彩绣、骨木镶
嵌等都有专题陈列馆。

社会力量投资办馆方兴未艾，

总投资近亿元的宁波金银彩绣艺术
馆新馆年内将投入建设，包括地下
室有 2.5 万平方米，将成为宁波文
旅融合的一张新名片。目前，金银
彩绣创立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品牌，
分中式高级定制包括婚嫁、礼服和
时尚的装饰、包包两个市场，以多
元文化营造出不同的时尚美感。负
责人认为，做品牌是非遗的出路，
不仅仅要做好产品，商业化的运
营、品牌推广都至关重要。

宁波的“三位一体”（传承项
目、传承基地、传承人三者捆绑保
护） 的非遗保护模式属全国首创，

“非遗保护高校联盟”模式等也引
来赞赏，宁波非遗保护工作在全省
乃至全国起着引领示范作用。下一
步，我市将以文旅融合为重点，深
入推进非遗小镇建设，全面实施百
场非遗进景区，统筹规范民办非遗
展示馆，加快开发非遗衍生品，拓
展非遗旅游线路，加强非遗资源开
发利用，推进传统文化资源、文化
元素转化为旅游产品，构建非遗科
学保护新格局，让特色小镇、新农
村建设与非遗保护传承、旅游资源
开发、文化产业提升相结合。

一度被传得很神、号称是“绝
学”的全形拓到底是怎么回事？浙
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桑椹通过讲述
全形拓的传承与流变，让人们了解
它的真实面貌。

中国的传拓技术拥有悠久的历
史，一般认为隋代就有了传拓，拓
法种类繁多，有乌金拓、蝉翼拓
等，它们基本上是以器物的文字和
纹饰作为传拓的对象，可以说是一
种平面的拓法。“而全形拓，顾名
思义，就是要把一个器物的立体形
状拓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如果一定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
全形拓就是一种以墨拓为主要手
段，辅助于素描、剪纸等技术，将
古器物的立体形状表现出来的特殊
的传拓技法。全形拓跟一般平面拓
最大的不同，在于拓之前一定要画
一张草图，把器物的部位关系画出
来。然后就着这张纸对着具体的部
位一点点拓。”桑椹说，“实际操作
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每次上纸不能
太多，移动位置也不能过大，而且
每移动一次方位要衔接好，始终要
在线内拓，如果稍有偏差的话，很

可能就报废了。”
全形拓的主要对象是青铜器，

因此之前叫“青铜器全形拓”，其
实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古器物全形
拓”，因为只要是立体的古物都可
以拓，如古砖、石雕、紫砂、玉
器、钱币等。

桑椹介绍，全形拓最早出现于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代表人物为马
起凤和释六舟，都是嘉兴人。徐康在

《前尘梦影录》里说：“吴门椎拓金
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
禾马傅岩（马起凤）能之，释六舟得
其传。”容庚在《殷周青铜器通论》里
说：“彝器全形拓始于嘉庆年间马起
凤所拓汉洗……今马氏拓本，除《金
石屑》所载外未见他器。”马起凤的
拓本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实物，直到
前几年天津的一个拍卖会上出现了
两件，马起凤早期代表作的墨色还
是比较杂乱的，拓得不是很精。

相对来说，名气更大的是释六
舟，他曾在净慈寺做过住持，是个
金石僧，跟阮元关系很好。六舟有
一个斋号叫“宝素室”，收藏了两
卷怀素小草 《千字文》，其中一卷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他还编过
一本 《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
前几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的《六舟
集》 中，就收录了此书。桑椹说：

“这几年关于六舟的研究相对比较
透彻，出了不少书，搞过一次展
览，出过一本图录，出过文集，现
在又出了一本专著。”

六舟的拓本存世较多，光浙江
省博物馆就藏了 10 多件。“2014 年
办展览，基本上是以这些藏品为基
础的。比较经典的全形拓有两件，一
件是《百岁图》，另一件是《剔灯图》。

《百岁图》就是锦灰堆，是一种比较
奇特的绘画形式，就是把一些破碎
不全的拓片、书、钱币等文房里的东
西，通过重重叠叠的关系来构成一
个画面，看起来杂乱无章。王世襄先
生就曾以锦灰堆作为自己著作的名
字，表明自谦之意。”桑椹介绍。

这几年有不少人对 《百岁图》
感兴趣，包括国外一些搞艺术研究
的人，认为这是三维、四维的艺
术 。“ 为 什 么 叫 百 岁 ？‘ 岁 ’ 跟

‘碎’谐音，有祈福的寓意。最早
是由元代一个画家创作的，但到了

六舟手里有了创新，他用传拓取代
了绘画形式。”桑椹说。

除了 《百岁图》，六舟还有一
个创新，就是把全形拓跟绘画形式
结合起来，比较典型的是 《礼佛
图》。它就像一部连环画，传拓的
造像塔是六舟收藏的，每一个礼佛
过程用一幅画面体现，最后用连环
画的形式构成一个手卷。

桑椹说：“影响更大、这几年
已经成为清代金石学 LOGO 符号
的是 《剔灯图》。”《剔灯图》 上的
灯是汉代的，最早由扬州一个盐商

收藏，嘉道年间归了一个徽商。徽
商跟六舟于道光年间在杭州相识，
徽商家里收藏了很多青铜器，邀请
六舟到徽州去传拓，这个灯就是那
时候拓的。

《剔灯图》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
浙江省博物馆。图上不是两个灯，其
实是一个灯从两个不同的位置传拓，
一个是倒立的，一个是正立的。灯上
面站着六舟，拿了一根针在剔锈。

桑椹说：“ 《剔灯图》 传世的
不止这一件，它在清代流传的拓本
还是不少的。”

全形拓诞生于乾嘉时期，一度被称为“绝学”

桑椹，现为浙江省博

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

清代以来金石学文献整理

及相关艺术史研究，整理

出版有《历代金石考古要

籍序跋集录》《六舟集》

《金石学录三种》《近代影

印善本碑帖录》。主编展

览图录《六舟：一位金石

僧的艺术世界》《金石书

画》（第一、二、三卷）

等。另有论文十余篇，在

《中国书法》《中国美术》

《书法丛刊》《荣宝斋》等

国内学术刊物发表。

相对来说，更常见的一种全形
拓是与绘画题材相结合的，这类的
画以前有个专业名词叫“钟鼎插
画”，是由 《清供图》 发展过来
的。早期 《清供图》 上画有青铜
器、花瓶，然后再点花。到了晚清
以后，画面上的青铜器不用手画而
是用全形拓来替代了。其中，吴昌
硕的《鼎盛图》名气比较大。

桑椹说：“以前人们认为吴昌硕
除诗书画三绝之外，还会传拓，觉得

《鼎盛图》是吴昌硕一手包办下来的。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绘画、书法部
分是吴昌硕的，拓本部分不是。当时
市面上是有传拓好的半成品卖的，买
来以后，画家可以加以补绘。”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

一位重要的金石家、也是全形拓的
代表，他就是陈介褀。陈介褀在《传
古别录》中说：“剔字须心气静定，目
光明聚，心暇手稳时为之……精神
倦则勿剔，有人有事相扰则勿剔
也……良工心细，或不能之，而
不 如 读 书 人 解 古 篆 刻 者 之 所 为
也。一误即不可复，不可不慎之
又慎。”陈介褀的拓本传世比较
多，我们现在叫“陈介褀拓本”，
其实他手下有一些拓工，严格说应
该是“陈介褀监拓本”。

陈介褀的拓本有其特点，首
先，在绘图上确实比以前有进步，
比例精确得多。陈介褀的《传古别
录》 里讲到了怎么画图，“作图之
法，以得其器中之尺寸为主，以细

竹筋丝或铜细丝穿于木片中，使其
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

其次，陈介褀拓本比较多地采
用了分纸拓法，这个方法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但在传拓界是比较遭鄙
视的，会觉得技术含量不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介褀拓
本有不少并非从原器物上拓下来
的。因为陈介褀当时名气大，想要
他拓本的人太多了，如果每次都从
原器物上拓，容易拓坏，他舍不
得。可能一部分的摹刻翻本专门是
用来应酬的。陈介褀拓本中名气最
大的是毛公鼎拓本，翻刻也比较
多，如果是木版翻刻的，锈的效果
就很模糊。毛公鼎拓本在陈介褀生
前其实是秘而不宣的，他自己编的

名录中就没有记载进去。在这种情
况下，毛公鼎的原拓本应该不会太
多，只可能在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
流传。香港中文大学青铜器专家张
光玉先生认为，毛公鼎的铭文原拓
本传世不会超过10件。

“当时人们为什么想得到全形
拓？主要是照相技术没有普及，看
不到器物的形象。比如我是浙江的
藏家，陈介褀是山东的藏家，我知
道他收藏了什么器物，但我看不到
器形，线绘图看了不过瘾，最好能
看到一个全形拓本。至于是不是原
器 物 上 拓 下 来 的 ， 倒 不 是 很 关
心。”桑椹介绍。

全形拓法真正的鼎盛期是在晚
清、民国以后，西方的透视、素描
技法开始传入中国，拓工学习后，
拓本的立体感大大增强。

当时全形拓又出现了几位代表
人物，一位叫周希丁，早年开过古

玩店，1949 年以后入职首都博物
馆，故宫的很多东西是他摹拓的。
为了搞全形拓，他早年专门学过西
洋的素描。周希丁的拓本，立体感
非常强，角度处理精准，墨色处理
也非常好，当时叫“周拓本”。

还有一位是故宫的马子云，跟
周希丁类似，1949 年以前在琉璃
厂开古玩店。现在故宫从事全形拓
的纪宏章是他的学生。故宫马氏拓
法是迄今全形拓的顶峰之作。

全形拓最难之处在于通过平面
的纸张表现立体器物，其实，全形
拓中画的成分很多。容庚曾经说
过，“以此为艺术之一端即可，以
此求原器之酷似则不可。”如今，
照相技术发达，全形拓早已失去了
保存器形的功用，所以更多时候我
们将其视作艺术品。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晚清以后，全形拓与绘画有了更多的结合

古器物全形拓的传承与流变

推出“非遗+旅游”线路

让非遗让非遗““活活””起来的宁波探索起来的宁波探索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佳丽身着佳丽身着““金银彩绣金银彩绣””旗袍走秀旗袍走秀。。（（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鄞州区非遗馆传统手鄞州区非遗馆传统手
工艺活态展示彩灯扎制工艺活态展示彩灯扎制。。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百岁图》 钟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