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两种意图! 뫫扬佛教和保存

佛典" 这两种意图哪一项都与

书法本身无关#

因此" 뺡管我们今天把僧

安道壹看作北朝时期一位重要

的书法家" 也把他的摩崖书法

看作当时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但是其实书法史上"真

正取法僧安道壹的书法风格还

是很晚的事情# 其实这些石刻

一直都在" 并且至少到了黄易

那里就已经进入文人的视野 "

但真正把它们作为书法史的取

法对象还是很晚近的事情# 我

们看到" 由于历朝历代的损泐

风化" 摩崖石刻的字迹在古代

已经是很难看清楚的了# 不像

今天人们把$大空王佛%四个字

或者经石峪涂成了红色甚至是

金色"在当时作为石色的字迹"

即便是刻画比今天更深" 也是

很难看清楚的& 不要说不容易

被人注意到"即便是刻意去看"

也很难看清楚& 即便利用光线

等条件能够看清楚字形" 在现

场也很难做到像画家写生那

样"直接对照石刻临摹& 因此"

摩崖刻石之成为书法临摹的取

法对象" 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技

术条件&

쫗先是拓印的技术和材

料& 书法家创作的场所是在室

内几案旁"而并非户外"所以通

过某种方式将户外的石刻字迹

通过某种技术方式复制到室

内" 닅具备转化为书法家临摹

取法对象的技术条件& 在这方

面"ퟮ直接'ퟮ方便的方式无疑

是拓片# 拓印的技术在中国成

熟很早" 其实应该说也并不复

杂#但问题是"拓印户外摩崖擘

窠大字所需要的大幅且具有一

定厚度的纸张" 对于清代之前

的人来说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奢

侈品#而且即便是在清代"其造

纸技术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发

达"像(经石峪 )和 (葛山摩崖 )

这样大小的字" 能够拓印一两

个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显然是

一种耗时耗力的行为&在当时"

룹本不具备今天这样大幅甚至

全幅拓印的条件和设备&

而且" 即便是像岗山这样

稍小幅的一些石刻" 能够进行

整张*냼括字法和章法+完整的

拓印"也因其体量甚大"不便于

临摹&因此"即便有了拓印的技

术和材料" 这些大型榜书作品

之成为书家案头的临摹范本 "

还需要具备第二个条件" 那就

是摄影术和印刷术在碑帖传播

中的应用& 众所周知"!" 世纪

以降" 由于有了石印和后来的

珂罗版印刷等影印复制技术 "

书法传播和出版有了新的可能

性&在世纪初"这种复制技术即

已经应用于将摩崖石刻的拓片

缩小'割裱'影印出版& 以出版

碑帖闻名的上海有正书局 "就

曾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

缩印为上下两册" 并请当时著

名的书法家' 쏀术教育家李瑞

清仿其字体进行题跋& 这种线

装的石印碑帖已经具备了案头

临写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看到"

民国时期至今 "临写 (经石峪 )

一时间蔚成风气" 临写此刻石

并且以其风格进行书法创作

者"其中甚至不乏刘半农'잮玄

同等五四一代新文化人&摄影'

出版对现代书法风格的影响由

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 "作为 $碑学 %的

提倡者" 뾵有为和弟子梁启超

等人就收藏了大量的拓片 "并

且在推广新式碑帖印刷品这一

点上不遗余力"듓而与$摹刻失

真%的帖学对抗&但是在这一过

程中" 许多刻石的原初风格被

遮蔽了&샽如"我们在现场所体

会到的地理环境和气势" 就完

全无法通过拓片传达& 而整张

拓片所具有的章法" 也完全无

法体现在割裱本中& 更遑论原

字体的尺度感和体量感" 就更

加无法通过缩小后的摄影术传

达了&因此"通过印刷品临摹摩

崖石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脱离

了原作本身, 这也是一个值得

我们深入思考的话题&

폐关碑刻的保护 !

튻个未竟的议题

参访过程中 "同行人员也

不断就碑刻保护的问题展开

讨论 & 这是因为一方面 "大量

历史文化遗迹暴露在风吹日

晒雨淋的环境中 "许多字迹已

经漶漫不清 & 有同行者表示 "

这些字迹的字口已经比自己

数十年前来观看时感觉上浅

了很多 & 即便是在室内 "如曲

阜孔庙 ' 泰安岱庙的碑群 "也

缺乏像西安碑林那样的展陈

和保护条件 & 쇭一方面 "由于

经济利益的驱使 "对这些碑刻

进行拓印甚至 $翻模 %的行为

屡有发生& 如果说拓印的行为

对碑石本身损害不大 "且此行

为已经受到一定的规范的话 -

那么以雕塑工艺进行 $翻模 %

的行为就显得非常恶劣了& 这

种行为不但制作了大量的 $캱

拓片 %" 使拓片交易市场出现

混乱 -而且还在原碑石上留下

了不可逆的损害 & 我们在葛

山 '岗山等地摩崖石刻访问时

就看到 "大量字迹上留下了由

于 $翻模 %而产生的白色残留 "

对艺术品本身造成了重大的

影响&

与此同时 " 쇭一方面 "有

些碑刻由于受到了过度的 $保

护 %" 也给专业的研究者带来

了不便 & 샽如 "我们此行访问

的一些石刻 "就因 $保护 %"而

由 $쳺将军 %把门 & 我们戏称 "

多亏此次有 $地陪 %陪同 "一路

开绿灯 & 否则 "如果自己以旅

游者的身份自行前来 "很可能

都无法做到与其中很多石刻

作品的近距离接触& 这种名义

上为了保护石刻而把来访者

一律拒之门外的行为 "也堪称

是一种$상政%思维&

뇊者的思考和建议是 !第

一 "是否可以邀请由专业的规

划师 ' 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 "

连同文保科技专家联合组成

设计小组 "对一些重要的摩崖

石刻通过建立碑亭 '遮蔽顶篷

甚至就地建立博物馆等方式

加以合理的保护和利用, 뇘要

的时候 "可以通过社会公开招

标的形式进行 & 第二 "是否可

以通过立法或者地方法规的

形式 " 严格禁止翻模行为 "并

对碑刻的拓印行为进行更加

明确的规范 "如对准许拓印条

件 '拓印资格和拓印数量进行

可以量化的规定 , 第三 "对违

法的翻模甚至拓印后故意毁

坏 '뷒走的行为进行无期限追

责 "通过公安机关立案的形式

严格追究当事人和管理者 '쿠

关责任人的责任"以儆效尤&

쇭外 "在展示方面 "石刻

的展示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它既不能随意放任游人动手

抚摸甚至践踏石刻 "同时也不

能让游人 *냼括专业的研究

者 +出于看不清的缘故而心生

动手抚摸的意愿& 뇊者之前曾

在泰山大观峰看到将 $纪泰山

铭 %填涂成醒目的金色 "而且

填涂得非常准确 "让观者对内

容及字形一目了然 & 此外 "此

行我们也看到 "像 (经石峪 )这

样的作品 "也被填涂上了红色

的涂料而可以让观众阅读& 而

(葛山摩崖 ) 等同样类型的石

刻 "字迹辨识就颇为不易 & 뇊

者认为 "不妨在通过专家论证

精心挑选不含腐蚀性的涂料

并且请专业书法人士参与指

导的前提下 " 以金色或红色 "

对部分摩崖石刻的字迹进行

描摹 "以利于观众保持一定距

离来观看考察&

当然 "文化遗产的保护也

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且在今

天也成为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

以上建议仍然需要通过诸多

层面的论证 & 但是 "以上问题

的确是参访过程中长期萦绕

在脑中的问题 " 作为专业观

众"也应该有所发言权& 其实"

现在提出保护的问题 "已经有

亡羊补牢的意味了 & 샽如 "众

所周知 "ퟞ城的摩崖石刻共有

$四山 %"但我们今天只能访问

其中三山 "其中一山已经连同

山上所刻石经后来被毁 "今日

荡然无存 & 퓙如 "我们在山东

嘉祥武梁祠参观汉墓遗址时

得知 "当地类似这样的汉墓当

年还有很多 "$农业学大寨 %时

农民发现注水浇地时水流都

渗入了墓道之中而无法完成

灌溉任务 "因此许多具备一定

规模的汉墓都被用炸药炸掉 "

填充为土地& 我们常常把二十

世纪描述为 $地不爱宝 %"这些

宝贝得以在二十世纪重见天

日 "理应受到我们的珍惜和利

用 & 但是 "许多文化遗产出土

于一个不合宜的时间和地点 "

究竟是福是祸 " 难免后人评

说 & 此时 "我们把保护的事情

提上议事日程 "当是一件功在

千秋的历史事业&

!"#$ 年 % 퓂 !& 日草成于

南京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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