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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与法

石刻艺术

中国古代的石刻艺术作品，大体上经

历了先秦时代的萌发、两汉时代的粗犷、魏

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唐宋时代的成熟以

及元明清时代的高度成熟等 5 个发展阶

段。这5个阶段的演进既是华夏文化演进

之反映，也是石刻工具与工艺不断进步之

反映。

远古时代（石器时代）的文物主要以陶

器、玉器、石器为主，受限于当时的金属冶

炼技术基本上尚未起步，石器与玉器的加

工，都只能靠硬度更高的石器，所以这个时

期的石制文物也就多为打制、磨制，少有雕

刻。远古石刻也便只能通过用更硬的石头

采用钻、磨、砸、磕的方法来进行简单的石

刻加工，工艺虽然简单，却也能让我们感受

到远古人对美的初步追求。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夏

商周时期逐步掌握了自中西亚传来的青铜

冶炼技术并日臻成熟，石刻艺术与玉雕艺

术一道因为青铜工具的引入而得到飞跃式

的改善，安阳殷墟 M1001（疑似武丁墓）、

M5（妇好墓）出土的汉白玉石刻、河北灵寿

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石雕作品以及秦始皇刻

石便是这一时期石刻文物的代表作，它们

的纹饰基本上与青铜器、玉器上的纹饰相

仿佛，且不排除是用青铜器甚至铁制工具

雕刻而成的可能。

战国后期到西汉初期，铁技术成熟，铁

质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石刻艺术的发

展，石刻文物也便丰富了起来，并且形成了

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建筑石刻三大门类。

两汉时期的石刻文物遗存以陕西霍去病墓

石雕、南阳吕梁等地画像砖石刻、登封三

阙、四川汉阙、山东武梁祠石刻以及汉代大

墓出土石雕文物等为代表，造型拙朴夸张

却又气势雄浑，写意性远超写实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一方面

继承了汉代石刻的雄浑古拙，一方面又受

到佛教造像的影响，逐步吸收了古印度地

区受到古希腊影响的犍陀罗、马图拉、萨尔

纳特等地的造像风格，酝酿出了南北朝时

期以石窟寺佛造像、南朝帝陵石刻、北朝墓

葬石刻等文物类型为代表的飘逸灵动且兼

具丝路、佛教影响的全新风貌。

隋唐辽宋的石刻艺术，上承两汉魏晋

南北朝，下启金元明清，集前一阶段石刻风

貌之大成，也是令后一阶段不断模仿却难

以赶超的高峰。隋朝石刻尚有北朝余韵，

唐朝石刻胜在圆润饱满，辽朝石刻兼具唐

代余韵且掺入了几分草原族群的开阔感，

宋朝石刻则胜在圆觉灵韵。隋唐石刻以帝

陵陵前石刻、佛教石窟造像为主，辽朝石刻

则以墓葬出土文物为主，宋朝石刻以四川

大足安岳地区石窟造像、巩义宋陵造像以

及宁波南宋石刻最为出众。

金元明清时期的石刻文物遗存，在数

量上最为丰富、在技法上最为成熟，但气韵

却不如南北朝隋唐辽宋时期那般圆润、灵

动与飘逸，反而越发以纹饰之繁复与工艺

之复杂为重，既是技艺与工具进步所致，也

是时代风貌之不同的反映。

在我国现存的前述历代石刻文物中，

最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部分正是历代

工匠在石头表面刻下的各种纹饰与文字，

这些纹饰与文字与石刻的整体造型共同组

合成不同的时代风貌，正是今人得以了解

中国古代艺术流变过程的渠道，其中古碑

更有助于历代文人研习书法艺术精髓。因

此，拓印石刻文物也就成了一项流传已久

的传统技艺。

明文规定

拓印古碑石刻，是一项颇具难度的工

作。石质虽然远比纸质、陶质、瓷质、丝质

坚硬，但也经不住千百年间风霜雨雪的“摧

残”——越是久远的石刻文物，越会发酥发

软、并出现各种细小裂纹。如若石刻所在

地区有过酸雨等环境问题，则更会对表面

造成永久性的腐蚀伤害，使其布满文字或

纹饰的表面越发脆弱。在如此脆弱的表面

进行锤拓，显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因此，中国国家文物局在2011年便颁

布了《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对拓印有

了明确限制。该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

复制、拓印文物，不得对文物造成

损害。

未依法区分等级的文物不得复制、拓

印。因文物保存状况和文物本体特点不适

宜复制、拓印的，不得复制、拓印。

为科学研究、陈列展览需要拓印文物

的，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应当翻刻副版拓

印；元代以后的，可以使用文物原件拓印。

在文物原件上拓印的，禁止使用尖硬器具

捶打。

批量制作文物复制品、拓片，不得使用

文物原件。

科学拓印

至于元及元以前石刻文物，更是国家

明令禁止拓印的。这些石刻文物最少也有

700年的寿命，最多可达四五千年，当初再

坚硬的石材，也经不住成百上千年的风水

侵蚀、地震影响、碱化生苔、人为破坏，多少

都有酥软脆化、裂缝起甲、粉化砂化的倾

向，哪里经得起锤拓？若是盗拓者自身拓

印技术不过关，下手过重、透墨染石，即便

所拓石质较为坚硬、年代较近，也会对石刻

文物造成严重伤害。

因此，没有受过专业拓印培训的业余

人员是不能随意拓印古碑石刻的。对于接

受过有关专业学术机构、文物收藏机构、文

物管理机构的专业拓印培训人员来说，也

首先需要按照《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第

七条的规定看看所在单位有没有依法取得

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若有才能按照《文物

复制拓印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履行审

批手续，在获得文物部门批准后，方可以单

位名义进行拓印。

只有资质证书的认证与审批程序的认

可，才能保证有经验的拓印单位以更为专

业负责的态度去调研石刻状态、研讨拓印

方案，合理组织善于拓印的专业人士开展

科学拓印。

文化

科举制起于隋，发展到武则天和唐玄

宗时期，已经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从某种程度上讲，科举制也是现代文官制

度的基础。

有一个人，他才华出众，受到众多人的

追捧，要流量有流量、要实力有实力，是当

之无愧的超级偶像。即便这样优秀，但他

还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他就是“诗

仙”李白。

说到这里，你可能在怀疑，有没有搞

错，这个人的潇洒浪漫事迹、诗集从小就出

现在我们课本上，这么有才华的人，他竟然

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简直怀疑人生！

难道是李白生性自由不羁，觉得科举

配不上自己吗？

其实，不是李白不愿意参加科举，而是

他没资格。

为什么没资格呢？就要说到李白的家

世，据说，其家族曾流落到西域碎叶，李白

是不是出生在碎叶，甚至他是不是有外族

血统，这个谜是众说纷纭。我们无法考究。

可能在李白小时候甚或是出生前，李

白家族就已经从西域碎叶迁居到了四川江

油。西域农业不发达，最发达的是商业。

而且古时重农抑商，商人往往被视为游手

好闲者，被士大夫们瞧不起，加之李白对自

己的家世讳莫如深，只说父亲督促其读书

云云，因此学者们认为李家是以商为业。

另外，李白家确实

很有钱，要不然他怎么

能到处访名山游历世

界呢？那时有钱人要

么是官、要么是商人，

李家肯定不是官，那么

是商人的可能性就极

大了。

所以，李白终生不

参加科举，估计就是受

家世的拖累。

根据《唐六典》规

定：“凡官人身及同居

大功已上亲，自执工

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也说：“工商

之家，不得预于士。”意思是商人家的孩子

和商人近亲，皆不得入仕。

所以，李白便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

试了。

但李白最后还是做了官，他朋友遍天

下，广交名士，后来更是遇到了人生知己贺

知章。

在贺知章的极力推荐下，唐玄宗破例

让李白当了翰林待诏，也算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了吧！

江苏丹阳南朝石刻

古今
趣谈

古碑石刻可以自行拓印吗？
寒鲲

近日，一群大学生在未向当地文物部门申请的情况下，非法拓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朝齐梁时期帝王陵墓石

刻群。此行为被游客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非法拓印会对石刻文物造成损坏？石刻文物的价值

究竟有多大？这就要从中国古代石刻技艺的发展说起……

“诗仙”李白为何没参加科举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