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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生认真地研究藏品王雨生认真地研究藏品

王雨生的传拓作品王雨生的传拓作品

体育后备人才是体育事业发展的
基础。后备人才资源是否充足，直接
影响到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如何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体育后备人
才？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市体育运动
学校校长袁海东表示，要用工匠锻造
工艺品的“工匠精神”来培养他们。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匠
人们本着‘工匠精神’，着力打造本行
业最优质的、其他同行无法匹敌的卓
越产品。我市体育部门在培养后备人
才方面，将‘工匠精神’贯穿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朝着更高、更远、更强
的目标努力，只有把青少年运动员打
造成竞赛场上的‘利剑’，才能在让体
育健儿代表许昌市在全省、全国乃至
全世界的赛场上取得更多荣誉。”

“我市青少年竞技体育成绩好，缘
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得好。”袁海东说，
近年来，我市坚持举市一致的后备人才
培养模式，充分发挥体育部门、体育运
动学校的骨干带头作用，始终坚持体教
结合，创新培育机制，按照“选好苗子，
着眼未来，打好基础，系统训练，积极提
高”的方针，加强科学选材，科学训练，
抓牢体教结合，走“体教共管、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促
进青少年体育训练工作的扎实开展；同
时，拓宽人才选拔输送的途径和方式，
支持跨界、跨项、跨地域选材，建立人才
流动“绿色通道”，培养出一支支甘于奉
献、业务精湛、拼搏进取、能打硬仗的坚
强团队。“也正是因为我们组建起这样
一支支目标明确、甘于奉献、团结拼搏
的优秀团队，才经受住了各项大赛的考
验，使得捷报频传，获奖连连。”

在刚刚结束的河南省第十三届运
动会上，我市体育健儿取得了总分排名

第十、金牌排名第十的历史最好成绩。
为了续写辉煌，我市竞技体育健儿赛后
及时投入了新一轮的集训，并于 11 月
拉开了冬训大幕。

对运动员而言，冬季是一年中最完
整、集中的训练周期，他们将利用这段
时间强化身体素质、磨炼意志品质，为
以后在各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打下
坚实的基础。我市体育健儿是如何在
冬季开展训练的呢？近日，记者来到各
项目训练现场一探究竟。

“苦”与“乐”的转化

12 月 13 日，天气严寒，但市体育
运动学校的综合训练馆内，40 余名摔
跤 队 队 员 已 经 热 火 朝 天 地 开 始 了 训
练。他们年龄在 13 岁到 16 岁之间，正
是年少贪玩的时候，但在枯燥的训练
中、在教练的鼓励和鞭策下，他们一
个个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将训练的
艰苦转化成了追逐梦想的信念。

16 岁的运动员靳铭基天赋极佳，
训练成绩也很不错，但日复一日的苦
练，让他感到厌烦。面对高强度的训
练和越来越高级别的挑战，他有些畏
难心理，私下告诉教练周杰，称自己
想调整一下。但周杰告诉他：“困难像
弹簧，你硬它就软。体育精神就是迎
难而上，只有敢于挑战，困难才会迎
刃而解。”在周杰的鼓励下，靳铭基重
拾信心，刻苦训练，成绩稳步提升，
并在多次比赛中斩获佳绩。

运动员张一凡回忆自己刚加入摔
跤队的情景时，他表示对该项目一无
所知，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没想到
越练越喜欢，不但身体健壮了，交到
了很多朋友，性格也更加开朗了。这
就是体育魅力的所在吧！”张一凡说，

自己偶尔也有想偷懒的时候，但每次
在教练的监督下、在队友的影响下，
一点点就克服了。“特别是看到自己的
成绩有所提高，我心里就像吃了蜜一
样甜，什么苦和累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了。”付出定有收获，张一凡的汗水换
来了比赛中的优异成绩，并在不久前
接到了省摔跤队的邀请，将进行更高
规格的挑战。

“力”与“智”的结合

在摔跤队队员里，有几个身材苗
条的队员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摔跤运
动员不应该是‘矮、壮、圆’吗？”周
杰边纠正队员的动作边告诉记者：“说
摔 跤 运 动 员 都 是 胖 子 ， 其 实 是 个 误
区。在摔跤运动员选材的时候，不仅

要看他们是否有力量，还要看是否有
智慧。因为摔跤运动不是单纯的力量
比 拼 ， 也 需 要 技 巧 和 战 术 ， 只 有

‘力’与‘智’充分结合，才能在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周杰说，“在赛场上
讲战略，在训练场上要懂得‘攻’与

‘守’的谋略。我们摔跤队有自己独创
的训练方法，训练强度高的时候，每
天训练 8 个小时，而恢复训练阶段，
一 天 只 需 要 训 练 4 个 小 时 ， 一 张 一
弛，严肃活泼，这样才能从有限的训
练时间中‘摔’出理想的成绩。”

虽然训练十分辛苦，但相信他们
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再多的汗水和
泪水都是值得的，也坚信他们今日的
努力定能铸就明日的辉煌。

以“工匠精神”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许昌市竞技体育健儿冬训摔跤篇

本报记者 寇旭静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郭彦
菲）日前，许昌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公布了 2018 年被评为许昌市“优秀
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
服务项目、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等先进
典型的名单，许昌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荣获许昌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称号。

据了解，许昌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自 2011 年成立后，以“服务社会发
展进步，服务人民群众需求，服务青年
成长成才”为宗旨，大力弘扬“学习雷

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
念，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为城市文明创建、构建和谐社会作
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
评。

截至目前，许昌图书馆学雷锋志愿
服务队在中国志愿服务网上注册人数
37 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长 8590 个
小时，服务活动不局限于站点的常规服
务，而是延伸到了一年 365 天，让志愿服
务站成为爱心的集结地，持续引领文明
风尚。

许昌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荣获许昌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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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12 月 16 日，
许昌市奇石文化学会召开第二次代表
大会。会上对 4 年来许昌市奇石文化
学会的工作以及奇石文化的研究与奇
石收藏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进行了换届
选举。王钢当选许昌市奇石文化学会
新一届理事会会长。

奇石文化是人们以奇石为载体所
进行的一系列生产生活活动的总称。
收藏、赏玩奇石是一种健康向上、高雅
文明的时尚文化活动。据王钢介绍，许
昌市奇石收藏水平与规模在河南省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许昌的奇石收藏起点
高 、人 员 素 质 高 ，近 年 来 发 展 势 头 迅
猛。许昌市奇石文化学会致力于为许
昌的石友代建一个研究、交流、鉴赏、学
习的平台，力争为许昌建设文化强市、
打造文化高地作出贡献。

据 了 解 ，许 昌 市 奇 石 文 化 学 会 自
2014 年创会以来规范运作，通过参加各
类赏石展览交易活动，促进了我市奇石

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中，2017 年举办
的许昌奇石博览会，吸引了全国各地
100 余名石商参展，供销良好，受到了商
家和市民的一致好评；由许昌市奇石文
化学会和许昌学院城乡规划与园林学
院共同创办的“地球科学馆”，吸引了全
国学术人士慕名参观；该协会藏品《天
鹅》《咏梅》《福》等数十方奇石，荣获全
国特等奖、金奖、银奖等奖项；会员所著

《天人合一是赏石的最高境界》《奇石的
收藏价值》《收藏奇石贵在新颖》等 12
篇论文，分别在《石友》《宝藏》《中华奇
石》等专业刊物上发表，筹建的多家奇
石馆为许昌奇石文化增添了许多亮点。

为提高广大会员鉴赏奇石的能力，
丰富奇石鉴赏知识，许昌市奇石文化学
会还积极开展奇石采石和交流活动，先
后数十次到洛阳的黄河段、汝阳的汝河
段、栾川的伊河段、洛宁的洛河段采石
赏石，有效提高了会员的鉴评能力。

弘扬奇石文化 搭建交流平台

许昌市奇石文化学会成功换届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景蕊）12
月 19 日，记者从市文化部门获悉，由河南
省戏剧家协会组织开展的首批“河南省戏
曲之乡”授牌仪式 17 日在郑州举行，许昌
市、开封市等 7 个地区分别获评“河南省戏
曲之乡”“河南省豫剧之乡”“河南省曲剧
之乡”。

许昌素有“戏曲之乡”的美誉，戏曲历
史悠久，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重视戏曲
事业的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的许昌戏曲发展史中，剧作家齐飞，表
演艺术家毛爱莲、任宏恩、艾立、张晓凤
等，在越调、豫剧、曲剧等不同曲种上，创
造了辉煌的历史。多年来，在几代戏曲艺
术家和戏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许昌戏
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佳作频出，先后涌
现了《无名草》《巧女难嫁》《倒霉大叔的婚
事》等经典剧目。近年来，我市戏曲工作
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紧围
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
主旋律。一方面歌颂时代精神。我市先
后创作了反映时代楷模先进事迹的《燕振
昌》，打造青山绿水体裁的《清水湾》，倡导
文明新风的《好儿媳》《撼天情》《丑娘》，反
映新农村风貌的《梨花寨》，表现民生工程
的《柿子红了》，扶贫体裁的《百花谷》等大
型现代戏剧。另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
我市先后创排了《灞陵桥》《后汉风云》《智
审荀俯案》《曹操与蓝莺儿》等传统戏剧。

据悉，自 2017 年 10 月开始申报“河南
省戏曲之乡”评选命名活动以来，我市积
极响应、认真筹备，围绕戏曲发展的基础
建设、资金投入、人才培养、流派传承、文
化惠民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精心准备，
获得了省戏剧家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组的
一致好评。该评选命名活动今后将每年
举行一次，对已成功申报的地区实行动态
管理，每三年考评一次，不达标者将取消
称号，优秀者将推荐参加“中国戏曲之乡”
评选。下一步，许昌市将进一步加大戏曲
艺术创作力度，着力打造戏曲人才队伍建
设，促进全市戏曲繁荣发展。

我市荣获
“河南省戏曲之乡”称号

金石传拓，与古为徒。一位长期致
力于古陶瓷、瓷片收藏的朋友告诉记
者，他认识一位同样搞收藏的朋友，精
通一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知名，现
在却不常见的古老艺术——传拓，并制
作了一系列珍贵的金石拓片。

传拓是一项古老的技艺，从中国有
文字和图画起，拓片就应运而生了。南
朝梁虞和著《论书表》有“拓书悉用薄
纸”之句，《隋书·经籍志》也有“其相承
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的记载。对于拓
片，记者只是有所耳闻，极少接触。在
朋友的引荐下，隆冬时节，记者驱车前
往禹州市顺店镇姜村，实地探访这门古
老的传统技艺，见到了如今仍不间断制
作各种精美拓片的王雨生。

王雨生的宅院，与普通的农村院落
有着不小的区别。样式别致的三层楼
房，院落中的假山、水池都显示着主人
的品位。朋友告诉记者，整个院落是王
雨生自己设计的，花了不少时间和精
力。说话间，一个衣着整洁、面带微笑
的年轻人从屋中迎了出来。

在王雨生的带领下，记者先参观了
他的一小部分藏品，雕工精美的汉砖、
石刻，泛着青绿铜锈的青铜器，韵味十
足的古陶器。在展室的墙壁上，挂着多
幅王雨生制作的拓片，既拓有笔力苍劲
的书法碑刻，又拓有画面精美的画像
石。

“我从事传拓至今已有七八年，也
是因为机缘巧合才了解到这门古老艺
术。我是搞收藏的，从 2000 年左右就
开始收集一些古瓷片、汉砖碎片等。那
时候，附近修路、平整土地会挖出来不

少零碎的东西，我就有意识地搜集。后
来，我会去市场上淘一些自己感兴趣的
藏品。一来二去，收集的东西越来越
多，特别是汉代的画像砖。2010 年左
右，我去洛阳和当地的藏家交流，看到
了他们收集的画像砖、碑刻等藏品及制
作的拓片后，就迷上了这门艺术，认识
到我也可以通过这门艺术，将我收集到
的藏品留存下来。”王雨生说，回到家以
后，他就开始上网查资料、购买各种制
作材料。

可能是由于长期与收藏打交道，王
雨生在传拓这门技艺上入门很快，不久
之后就可以熟练制作出精美的拓片。
一边制作，一边学习，王雨生对传拓的
了解也越来越深入。“拓片制作是我国
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广义的拓片就是

将宣纸蒙在器物表面用墨拓印来记录
花纹和文字。拓片内容包罗万象，依靠
这门技艺，我们可以用宣纸和墨汁将甲
骨青铜、碑刻墓志、摩崖造像、画像碑
文、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清晰地复制下
来。”王雨生介绍说，拓片在中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最早主要用于临摹习字。到
盛唐时，这种临字方式被士大夫阶层广
泛采用。到南宋时期，拓片的拓制已成
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拓片在制作时，先
把宣纸润湿后再上到碑刻上，拓包蘸墨
捶拓而成，后再经托裱。

在王雨生制作的拓片作品中，既有
传统的黑色，又有红色。“这在传拓上，
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叫作墨拓与朱拓。
墨拓比较适合于文人的口味，也合乎传
统的阴阳哲学；朱拓采用矿物质朱砂颜
料，初拓用朱，代表珍贵，也有驱邪的用
意。”王雨生介绍说，传拓也有很多要
求，想要制作出好的拓片，要遵从一定
的方法。

在王雨生看来，想要制作好的拓
片，就要在材料、手法、用墨、技艺等多
方面下功夫。拓片用纸要求纸质薄细
而紧密且拉力强，宣纸则是传拓古碑帖
拓本的理想用纸。好的拓本，墨韵精
妙，所以用墨也是拓片好坏的衡量标准
之一。此外，力度的控制、墨的调和、色
的把握、纸的选择，道道工序都是技艺
的融合。

上圆下平成碗状的拓包（又称扑
子）是传拓上墨最重要的工具，用它蘸
墨汁，均匀的拓扑器物上的文字、花纹
及图形。王雨生用的拓包是他亲手制
作的，有很多个，大小不同，方便制作不
同尺寸的作品。

拓片制作工艺过程，有简有繁，或
因器物不同而不同，或因要求不一而相

异，但都以体现原物的风貌神情为目
的。“想要制作一幅好的拓片，就要学习
相关的知识，了解不同的碑刻和造型风
格，不能拓完了，还不知道拓的是什么
内容。我觉得在传拓之时，一定要怀有
敬畏之心。”王雨生说。

为了直观地向记者展示这门技艺，
王 雨 生 现 场 制 作 了 一 幅 石 刻 造 像 拓
片。固定好器物，用毛巾将器物表面清
理干净，王雨生将一张浸水的宣纸覆在
器物表面。王雨生右手用扑包沾墨，迅
速且有节奏地落在纸面，力度适中，墨
色匀称，听着拓包下落的声音，可以清
晰地感受到“嗒、嗒、嗒”的节奏。王雨
生一边制作，一边告诉记者，传拓这项
传 统 技 艺 ，说 容 易 也 容 易 ，说 难 也 很
难。简单技法需要进行长时间的锻炼
和摸索。传拓的工序看似不多，但想要
练就汉砖、青铜、碑刻、甲骨、钱币等门
类齐全的手上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练就的。

“不同的器物，表面起伏的程度也
不同。有的纹饰复杂，覆上纸以后会出
现大量的皱纹，如果不好好处理，做出
来的拓片就不完美。上墨也不是一次
就能完工的。第一层墨需淡而匀，干之
后上第二层墨，第二层拓好后等干，再
上第三层。技艺熟练程度不同，做出来
的拓片在墨色均匀程度、纹饰精细程度
上会有明显的区别。”王雨生说。多年
来，除了自己主动进行拓片制作外，他
还 会 受 邀 外 出 帮 助 文 化 机 构 进 行 传
拓。王雨生曾帮助过郑州汉石雕博物
馆、洛阳河洛文化艺术博物馆等进行碑
文和造像石内容的传拓工作，他的拓片
制作工艺在业内受到好评。

“制作拓片是我的业余爱好，除了
喜欢这项古老的技艺外，我也愈发认识

到传拓的重要意义。制作拓片主要是
为了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千百年前
的古物，特别是石刻类文物，在经历了
日晒雨淋后，刻石上的文字图形遭到剥
蚀，可以说一年一个样子，有的在时代
的变迁中完全毁坏。依靠拓本，我们可
以在千百年后看到这些珍贵原石的风

貌。”王雨生说，在不同种类的拓片中，
他有大量汉画拓片，估计有 100 多种。
汉画是指汉代遗留下来的画像石、画像
砖 、墓 室 壁 画 等 ，是 绘 画 与 雕 刻 的 结
合。汉画拓片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收
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不少拓片领域的专家们都表达过
类似的观点，想要制作好拓片，不仅要
有娴熟的技艺，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洞
察力、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鉴
赏能力，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美学
和书法艺术知识。这些年来，在制作拓
片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历史文化知
识，陶冶了情操，增加了修养，收获了快
乐。”王雨生说。

除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外，拓片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融合了
原石的风韵、拓制者的艺术修养以及历
史的沧桑感，透出独有的美感。未来，
王雨生希望给自己制作的大量拓片找
一个固定的“家”，可以让更多人欣赏到
这种古老而珍贵的传统技艺。

拓痕绘春秋
——王雨生和他的传拓技艺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