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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株洲，乃至于湖南省，拓片技艺传
承人以及拓片爱好者不是很多。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拓印技艺，走近
“福亭晏传拓”，今年上半年，沈勇在石峰
区文化馆二楼的陈列室中，展出了他十几
幅“得意之作”，还有各式各样的拓印工具
和天然矿石颜料等。

“传的是历史，拓的是情怀。”沈勇说，
传拓是一门让传统文化与文物“活”起来
的技艺，是集金石学、考古学、美学三位一
体的独特艺术形式，以前，很多小学生连

拓片是什么都不知道，通过展出，更多人
认识并了解到了这门古老的艺术。此外，
他还经常受邀到学校开展讲座，为传拓艺
术走进校园不断努力着。同时，他也在琢
磨如何将“福亭晏传拓”技艺传播到世界
各地，让各国人们能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
化，了解中国历史。

在先辈的基础上，他刻苦钻研“彩拓”
技艺，将用于唐卡画上的天然矿石颜料用
于平时的拓印上——我们一直以来接触
的拓片，大多是墨拓，成品为黑白——使

作品颜色更为鲜明，保存时间更加久远。
在拓片的内容上，他也大胆尝试，适应现

代人的需求。他曾尝试将传统的婚书与拓片
相结合，让更多年轻人认可，接受并爱上拓片
技艺，一经推出即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

沈勇还计划在株洲开办一家拓印研究
院，面向年轻一代，同样起名为“福亭晏”，作
为太爷爷沈传民开办福亭晏小学的一种延
续。“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更要研
究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对于这
份非遗传拓文化的振兴，他雄心勃勃。

重修灵龟峰记碑
见证200年前的攸县

名士善举
郭亮

“灵龟峰，峰上生枫，风吹枫动峰不动；白茅洲，
洲畔泛舟，州催舟行洲未行。”

对于攸县老城区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来说，这副
据传出自清初县内名士陈之駓之手的对联可谓耳熟
能详。此联所述，乃是攸县老城区左近最有名的两处
风物景观。白茅洲，洣水南岸河畔一泥沙堆积而成的
沙洲名，水草丰美，田土肥沃，稻菽千重，屋舍俨然，
自古便为县域富庶之地；白茅洲对河相望为灵龟峰。
灵龟峰乃一林木茂密的山峰，一峰独秀，如龟出穴，
踞水上游。

灵龟峰顶上有寺，名灵龟寺，据闻始建于唐，历
代文士，代有吟咏。尤为难得的是，灵龟寺山门内壁
嵌有一块立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的石碑，石碑
所记，乃 200 余年前攸县邑人的一桩善举，时至今日，
仍有一定的教育警示意义。

■ 源远流长
《攸县志》记载，灵龟峰者，林木茂密，独立于洣

水河畔，形如逆水浮游之巨龟，向为邑内名胜，有“梅
城第一峰”之美誉。

重修灵龟峰记碑文中亦有“攸邑亘古之胜迹也”
的说法，且极言其风光之盛，“前接江潭，绕围择峻岭
罗列”，十分壮美。特别值得说的是，峰顶有伽蓝一
所，坊间传始建于唐，然不载诸文字。《攸县志》中记，
明嘉靖间，邑绅刘伯相倡建“元帝祠”于龟峰之巅，这
是灵龟峰有宗教寺观之文字记载之始。明隆庆年间，
县衙狱吏张镗在“元帝祠”出家为僧，改“元帝祠”为

“张镗庵”。尔后，攸县教谕杨世桂偕县学训导殿尚
质、卡尧封等游灵龟峰，提议改庵为寺获准。

灵龟峰之有灵龟寺，僧侣信士之外，亦多逸客骚
人游息咏歌。《攸县志》记载，自明代以来，吟咏灵龟
寺者诗文十数篇，既有本邑文士所作，亦不乏远来游
客所遗。重修灵龟峰记碑文中也对灵龟寺之壮美风
光不吝笔墨，“登其楼则青山拥翠，绿水澄鲜；俯视大
江之东，则洲平草茂，庐舍参差”，且“四时花木掩映，
可供远眺”，故寺内这供游客登高望远之楼也有了

“凭虚阁”之名。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见灵龟寺日益颓败，

时任攸县县令张健募资将寺观内外修葺一新，且于寺
之西南向立山门一座，并书“梅城第一峰”于其上。

■ 名士重修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眨眼已到嘉庆十二年（1807

年）。此时的灵龟寺，“风水失宜，栋梁就圮”，造成的后
果是，“僧人弗敢往来，游者亦搔首徒唤奈何耳”。

当时的攸县名士尹高吉，系国子监肄业，不忍见
灵龟寺衰败，乃“矢志捐修”，先将山门改向，易西南
向为东北向，又于山麓处建路亭一座，以为往来诸客
歇脚之用。当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动工，到下月十六即
告竣工，速度不可谓不迅捷。

如此浩大的工程，所费自然不菲。碑文所记，此
次修复工程，耗资不下四百两银子，都由尹高吉一人
筹措。四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查范文澜《中国通
史》，清道光前，物价基本恒定，雇工长工工价少者为
三两/年，多则达二十两，一般年入在十两上下，也即
是说，重修灵龟峰所耗之资，略相当于一名普通工薪
阶层者四十年的净收入。碑文撰写者在碑文中不无
感慨，“夫修不愈四百金，而独修为难；独修不难，而
于尹士（指尹高吉，编者注）则有难”，因为尹高吉“家
非饶裕，而概然义举”，着实值得后人钦佩。

更难得的是，自尹高吉筹资重修之后，此前灵龟
寺“诸佛安处，僧无宁居，士女瞻拜踯躅未敢前”的窘
境大为改观，碑文撰写者不禁感叹，“每见席丰之家，
贯朽粟陈，缗钱斗米之施，向有吝色”，两相对比，更
显尹高吉筹资修庙的善举是多么的可贵。

■ 谭震林在此地避难
自嘉庆十二年（1807 年）尹高吉筹资重修之后，

灵龟寺代有修葺，钟鼓常鸣，香火不绝。留下的故事
也特别多，传播最广者当为大革命时期谭震林成功
在此地避难的故事。

据《回忆谭震林》一书和《攸县文化志》记载，第一
次国共合作时期，谭震林任攸县总工会干事、工人纠
察队队长，大革命失败后，谭震林成为国民党反动派
的重点追捕对象。有一天傍晚，天正下着大雨，他在接
官亭一农家躲避，突然听到有人声喧闹，白匪正在“震
阳楼”抓捕进步师生，谭震林急中生智，迅速从后门溜
出，向灵龟寺方向逃奔。进入寺门后，立即向时任灵龟
寺住持慧明师父求助。慧明师父见来者人品端庄，并
非歹劣之辈，心想佛家以慈悲为善，何不救人一命？于
是，速将来者引入厨房，隐藏在柴草丛中。不一会，果
然两名杀气腾腾的枪兵闯入寺内，叫嚣要搜捕“共
匪”。慧明师父手持佛珠，一脸慈祥和蔼地向兵丁说：

“阿弥陀佛!此地乃佛门静地，从未见有兵戎或歹徒进
入。寺内为尼姑出家之所，佛门寺规不可逾越，从不收
留寺门之外者在此驻足。佛堂神明可鉴，老衲绝无戏
言，你们若不相信，请随便搜查。”敌兵见慧明师父言
之有理，担心得罪神灵遭到报应，不敢轻举妄动，才使
谭震林免遭一劫。谭趁黑夜抄小路到达茶陵县城，在
徐文元书纸店隐蔽下来，后来上了井冈山，为中国革
命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之后，谭震林回乡省
亲时，总是念念不忘慧明长老和徐文元的救命之恩。

新世纪以来，攸县人民政府将灵龟寺扩建为灵
龟峰公园，在保留灵龟寺主体建筑古色古香旧貌的
基础上，融入了不少现代气息，茶吧、画廊、林荫道、
荷花塘、放生池、石拱桥，还有仿生音箱等配套实施
点缀其间，风景名胜之外，亦添市民休闲之功用，造
福一方，莫此为甚。

碑名：重修灵龟峰记碑
材质：青石
规制：高 50 厘米、宽 138 厘米、
厚 10厘米
年代：清
现状：嵌灵龟寺山门内壁

株洲非遗

传的是历史 拓的是情怀

株洲“福亭晏传拓”的
百年传承

周蒿

一张生宣，几经浸染；一抹淡色，数度拍打。这看似简单的技艺，却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
年的文化记忆——传拓艺术。

传拓又称扑拓、椎拓、捶拓、拓印，是以纸和墨为材料，把刻、铸在金石器物上的文字、图
案、纹饰等拓印在纸上的一种古老的传统技艺，但凡历史、地理、民族、民俗、建筑等，都可以
从传拓技艺中找到有益的灵感。

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前人的基础上，白石港首富沈古老自创了独特的拓印技术，
1941年，沈家后人沈传明捐资，在白石港街背后的福亭晏山坡上，盖了一所福亭晏小学，学
生们除了习文练武，还在此一起学习传拓技艺，“福亭晏传拓”因之得以弘扬。

如今，福亭晏小学已成历史名词，但“福亭晏传拓”技艺，仍在沈家一代代传承人手上绵
延不绝。

传拓，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创造出
来的物件复印技艺，也是中国古代复制和
保存文献资料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幅好的传拓作品，需要达到图文清
晰、墨色均匀、墨不透纸、拓片完整、气韵
生动等要求。在继承先人的基础上，沈家
在拓印上有自己的绝活。

传统拓法中，“扑拓”和“擦拓”是运用
最多的拓法，沈家将其合二为一，使得拓
片纹理清晰、墨色均匀。“蝉翼拓”法也是
沈家善用的技法，用淡墨轻拓，使拓片墨
色轻如薄翼。对浮雕、造像的传拓，沈家用
墨轻重有别，较好地复制了原石的风格，
具有平面上的立体之感。

生在传拓世家，“福亭晏传拓”传承人
沈勇引以为荣。他的父亲沈建勋从小就在
福亭晏小学读书并学习拓印技艺，父亲在

爷爷和太爷爷的影响下，又将拓印技艺传
于沈勇，让拓印在家族得以延续。

拓印没有系统的学习方法，都是经过
每一代传承人的口传身教，一招一式地练
习，靠自身的悟性和学习中得来，自记事
时起，沈勇就看着父亲和爷爷在屋里拓
印，桌子上满是各式各样的刷子、拓包，见
年幼的沈勇来了，父亲经常会招呼一声，

“来，拓一张看看”。
一块碑刻，拓几遍十几遍才算入门，

在练习的过程中，有很多碑刻会反复拓印
50 遍以上,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在父辈
的熏陶下，年少的沈勇逐渐领会到了“福
亭晏传拓技艺”的精髓。

“桀骜不驯”是沈勇留给人的第一印
象，他是湖南省“哈雷摩托车”授权经销
商，好动，爱刺激，曾驾车横穿“死亡之海”

罗布泊，参加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越野比
赛，到世界很多地方挑战极限速度。但无
论走到哪里，他心中始终不曾放下拓片。

不管在外面玩得多疯，只要一坐在拓
印桌前，心就静了下来。沈勇介绍说，传拓
是个细致活，一张拓片有时候需要伏案敲
打几百上千次，而且力度要非常均匀。拓
墨的力量也要精确掌握，不能太干也不能
太湿，而为了使拓片层次分明，传拓时，通
常还需要上三到四遍墨。一遍打底、两遍
优化，第三遍查缺补漏、突出重点，如果不
满意再上第四遍，第五遍……依次渐进，
层层加深，直到拓纸呈现出黑白分明、乌
黑发亮，字口清晰的效果。

不只自己拓，他还要求自己的学生专
心学习传拓技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体会沈家修身齐家报国的家风。

“千百年前的古物，特别是石刻类文
物，在经历了日晒雨淋后，刻石上的文字
图形早已遭到外界的剥蚀，更有甚者遭兵
燹焚毁而致完全湮灭。”在他眼中，拓片就
是“会说话的文物”，千百年后的今天，我
们还能够看到很多珍贵真迹的风貌，全靠
流传下来的拓本。

作为株洲市（拓印技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沈勇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
石碑真迹。

2021 年初，他得知曹植所书“景山邂
逅洛神处”石碑出现在洛水境内，便连夜
驱车十多个小时抵达此地，得见真迹，激
动不已。他也曾在益阳白鹿寺待上一周时

间，将 300 多块石碑一一拓印，每张拓片
都需要近千次的敲击。

贺兰山东麓的古代岩画记录了远古人
类在 3000 年前至 10000 年前的生活场景，
分布在绵延 600多米的山崖石壁上，为此，
沈勇只得架着高梯，嘴里叼着刷子，两只手
不停按压宣纸边角，使其紧紧附在凹凸不
平的石壁上。但偶有大风一吹，纸张被吹
开，前面的工作就又白费了。如此往复多
次，最终才能成就一张张纹理清晰的作品。

拓片也讲究“名碑名拓”，但如果操作
不当，拓印时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伤。他
在上纸过程中，坚持不使用白芨水、浆糊
水，而是直接用清水，并采取“扫纸入凹”

的上纸方法，尽量不给石碑造成伤害。
沈勇还收藏有一张颜真卿《多宝塔

碑》的清代拓片，这是从家中箱子里找到
的，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已经受潮风化，残
破不堪。他将其托专门从事古旧字画修复
三十多年的肖文中老师装裱。肖文中用了
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其原貌。

祖辈传承加上几十年的传拓收藏，如
今，沈勇收藏着全国各地三千多张拓片，
其中石碑拓为多，大部分都是当地名碑，
每一篇碑文都是一篇优美的文章。其个人
拓印也达到每年 200 多张，一篇篇碑文的
现世，为抢救、挖掘、传承和弘扬我国古老
的碑拓技艺，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传 承

抢 救

创 新

碑刻里的株洲

重修灵龟峰记碑文拓印（部分）

绿树掩映下的灵龟峰公园绿树掩映下的灵龟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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