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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姍夫婦大型琉璃藝術品
讓中國琉璃花綻放泰國

「寫樣、刻工、印工、裝訂」，是雕版
印刷的四大工序，又以「刻」和「印」為
核心。雕印師要先以書法把要刻印文字抄
「寫」在原稿毛太紙上；然後用「刻」刀
在鋪上了原稿後的木版雕琢；其後用棕帚
蘸取顏料塗抹在刻好的雕版上，然後把紙
鋪在版上並用棕擦將紙來回壓平拓
「印」；最後，以書本裝幀或書畫裝裱方
把印好在紙上的圖案和文字「裝」訂，一
件心血結晶就大功告成。線裝書、版畫、
藏書票等，都是雕版印刷常見的載體。

刷印四十餘載 技藝爐火純青
1979年，25歲的江蘇揚州人李江民響

應鄧小平的回城政策，受祖父輩影響之
下，加上好奇心的驅使，當時還是個黃毛
小子的李江民選擇進入揚州聞名遐邇的廣
陵古籍刻印社，師從雕版印刷大師周潤
芝，開始了雕印生涯，一轉眼，他已經在
這一行幹了四十餘載，最擅長四大工序中
「印工」的他，憑着過人的天賦和悟性，
他成為了揚州少有能印製餖（dòu）版多
色套印彩畫的工美大師，無數雕版印刷精
品屢屢獲得國際國內大獎，2012年時更被
命名為江蘇省級代表性傳承人。
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李江民掌握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刷印技巧，使印成品字跡清
晰，墨色圓潤，圖像柔美，線條流暢。他
能根據木版的質料及新舊程度而判斷其吸
墨性，在刷印時做到着墨均勻，輕重有
別，輕帚卻到位，重擦而不傷版。
其中又以他的餖版印刷手藝最見功力。
餖版，是比單色雕版印刷還更高階的餖版
套印彩色圖畫技術。它將原畫按照色彩按
不同的顏色分別勾摹下來，之後根據不同
的色彩分別雕刻出相應的木版，再按照順

序依次逐色套印或疊印，
以此得到一幅絢爛奪目、
層次分明的彩色圖

畫。因為餖版印刷在拼版時要連接無縫，
選色時要精心搭配，用紙時要掌握濕度，
還要印出作品的層次感，只有少數工藝大
師掌握。
採訪當天，李江民向記者展示自己其中

一件精緻的木雕印刷版畫《盛唐飛天
圖》。只見畫中「飛天」輕盈飄逸，線條
有如春蠶吐絲般纖幼蜿蜒，真如李白詠讚
仙女詩「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
曳廣帶，飄拂升天行」描寫的那般詩情畫
意。因為是以餖版印彩技藝展現，用版更
多達十六塊，拼版間連接無縫，套色印刷
層次分明，選色精心巧妙，色澤明澈淡
雅，「飛天」的形象栩栩如生。印版時在
宣紙上看似簡單的來回壓平動作，原來是
幾十年經驗沉澱下來的精湛手藝。印版必
須在數秒內完成，才能做到力透紙背、色
彩飽和、墨色均勻、墨香芳馨的效果，否
則時間一久空氣溜進去後墨色就會跑掉。
另一代表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則讓

李江民獲得第14屆「傑出華人藝術終生
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全長五千多
個字，因此共需要七塊、每塊八十公分長
的雕版印刷。最後的成品達五米八長、二
十五公分高。印刷出來後每一隻文氣飄
香、挺拔秀麗的文字都彰顯了匠人洗練的
印刷功力。
有別於雕印版畫時可以直接取用原圖，

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文字原稿都是
由李江民本人親自揮毫。因為不同文獻都
對書法字體有不盡相同的要求，如孔子的
《論語》就需用小楷，所以李江民對篆、
隸、楷、行、草五種書法字體的掌握缺一
不可。「平時花在臨摹的時間，多得無法
估算。」

有靈魂、有餘溫的雕版印刷
千百餘年，在染紙墨香中雕版印刷一直

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緻、古雅。
不過，隨着快速複印時代的來臨，雕版印

刷這門需要長年累月歷練的技藝也面對沒
落式微的危機。油印技術價廉快捷，一本
一百頁的印刷書成本只需幾塊錢，一天也
不到就可以印好，坊間甚至充斥了不少仿
真的線裝古書。而雕版卻動輒上萬元，而
且要花費好幾年的時間雕琢。紙張與顏料
對雕版的磨損更使得每塊雕版隨年月的增
長不斷消耗。
但是，李江民卻深信，相比起死氣沉沉
的機器，雕版印刷之美在於字體和圖案的
圓潤飽滿，不論是字體的轉彎抹角，或者
是圖畫的變化多端的曲線；更在於她蘊藏
了人的靈魂，凝萃了創作人的時間和心
血。文化成就了我們的民族，將雕版印刷
再次發揚光大這個沉甸甸的擔子，李江民
就這樣肩起了。

父子同心 傳承國粹
如果單憑一己之力的話，李江民想要弘

揚這門傳統技藝，難免顯得有點勢孤力
寡。然而，他窮盡一生精力的堅持卻早已
潛移默化地感染了自己的兒子李華俊。虎
父無犬子，上陣父子兵。遵循「傳男不傳
女」的古訓，李江民決定讓今年已經38
歲、從小就跟自己學習木雕印刷的李華俊
接過衣缽。早前，李華俊更於頂尖美術學
府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進修，精益求精。
在自己兒子以外，李江民多年來還徵收了
幾十個得意門生。
但和任何傳統文化的傳承一樣，年輕人

的認識和了解是薪火相傳的關鍵。幾年
前，李江民決心讓雕版印刷技藝走進各個
校園，各個校園加起來已經積累了三百多
個學生。他以北京海淀學區教育教輔中心
作為雕版印刷傳習基地，又在南京金陵科
技學院古典文獻專業開辦必修課、南京林
業大學平面設計專業開辦選修課，選拔人
才，同時讓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分工方
面，他兒子李華俊負責教授「刻」，而他
自己則主力負責傳授自己最擅長的
「印」。為了教好學生，李江民短時間內
不斷奔波於南北兩地也在所不辭：「星期
三坐火車到北京上兩天課，星期五又立即
坐車回南京上課，不斷地在兩邊跑。」此
外，他又在家鄉揚州特殊學校成立公益項
目，不收分文教導聾啞學生，還捐贈了一
整套雕版印刷的工具。

走進李江民的雕版印刷世界走進李江民的雕版印刷世界

李江民的雕版代表作可以分為五大類，
分別是古典文獻、佛教經典、版畫、箋譜
及紅色經典。古典文獻有四十多種，他曾
經耗時三年刻印出了一函四冊共136頁的
《紅樓夢圖詠》。 佛教經典則有前文提
到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版畫作品除了敦煌壁畫《盛唐飛天

圖》，他也雕印過「南張北齊」張大千、
齊白石的作品，無論是山水、人物，還是
花鳥畫，都在李江民的妙手下由水墨作品
變成木刻版畫作品。不過身為揚州人的李
江民卻對雕印「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的
揚州名片《竹石圖》情有獨鍾，甚至根據
不同的氛圍而在色彩上對原作品作出過萬
千變化，作為書齋清雅的裝飾品。為了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他最近也雕印
了新作《孔子圖》。
箋譜的代表作則有《北平箋譜》。《北

平箋譜》有120多張圖案，共有300多片
碎片，採用餖版印刷技藝印刷而成，體現
了雕版印刷技藝的最高水平。
紅色經典包括毛澤東主席的詩詞、語

錄。為慶祝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李江民
印刷過《長征》、《沁園春．雪》等作
品。

雕版印刷肇始於雕版印刷肇始於13001300 年前的中國年前的中國，，開開
創了人類複印技術的先河創了人類複印技術的先河，，承載了難以計承載了難以計
量的歷史文化資訊量的歷史文化資訊。。它在世界文化傳播史它在世界文化傳播史
上起着無與倫比的作用上起着無與倫比的作用。。該技藝至今仍保該技藝至今仍保
存着完整的形態存着完整的形態，，其中餖版印刷等經典技其中餖版印刷等經典技
藝藝，，造化神奇造化神奇，，即使現代印刷技術也無法即使現代印刷技術也無法
仿效仿效。。
中國雕版印刷技藝以揚州為代表中國雕版印刷技藝以揚州為代表，，從某從某

種意義上來說種意義上來說，，也可稱為揚州雕版印刷技也可稱為揚州雕版印刷技
藝藝。。揚州雕版印刷肇始於隋揚州雕版印刷肇始於隋，，行於唐世行於唐世，，
擴於五代擴於五代，，精於宋人精於宋人，，盛於明清盛於明清。。因隋煬因隋煬
帝推崇佛教帝推崇佛教，，使揚州佛經和佛像需求量增使揚州佛經和佛像需求量增
大大，，推動了雕版印刷的應用和發展推動了雕版印刷的應用和發展；；由宋由宋
至明至明，，揚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輝煌的業績躍揚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輝煌的業績躍
居中國刻書名區之一居中國刻書名區之一，，清末民初清末民初，，揚州揚州
「「杭集揚幫杭集揚幫」」更成為傳承雕版印刷技藝的更成為傳承雕版印刷技藝的
主力軍主力軍，，創造了獨特的傳承方式創造了獨特的傳承方式，，於傳承於傳承
和保護中有出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保護中有出不可替代的地位。。

心血付梨棗心血付梨棗 淡墨承絕技淡墨承絕技
63歲的雕版印刷傳承人李江民由當初的學徒，到今天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遺項目雕版印刷技藝

的省級代表性傳承人，四十年間，李江民潛心雕版印刷技藝的創造和傳承。他以印代繪，在機械複製時

代堅持用手工在梨木刷印靈韻的文字和圖案，默默敘說着不為外人道的美麗與哀愁，一切只為了傳承和

弘揚這門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國粹，讓她的光芒再次綻放。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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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民的學生在他工作室實習。

■■《《北平箋譜北平箋譜》》

■《孔子圖》雕版

■《沁園春·雪》。用特製手工宣紙，以珠砂墨刷印。

■李江民向學生展示《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

■《孔子圖》

■《盛唐飛天圖》

「一花一世界——當代中國琉璃藝術
展」早前在曼谷中國文化中心開幕，台灣
現代琉璃藝術家楊惠姍和張毅夫婦以19件
大型琉璃藝術品向泰國展現了中國琉璃藝
術的美感與哲學。
為期10天的展覽展出了楊惠姍的「敦
煌」、「一朵中國琉璃花」及張毅的「焰
火禪心」、「願有禪心」、「自在」等琉
璃花、琉璃佛像等作品。作者運用脫蠟鑄
造法製造琉璃，作品展現其對生命、變幻
與無常的思考，富有東方哲學的深遠意
境。
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兼曼谷中國

文化中心主任藍素紅在開幕式上說，琉璃
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本次展覽
的主題「一花一世界」蘊含了豐富的中國
哲學和佛學思想，在泰國這個佛教國家展
出更容易引起共鳴，泰國民眾將領略到中
國琉璃技藝的形與意。楊惠姍說，琉璃藝
術是一種無須翻譯的文化語言，蘊含着人
類的共同情感，自己希望堅持中國琉璃的
創作風格，向全世界講述中華文化。泰國
觀眾對參展作品的精美讚嘆不已，紛紛與
作品合影留念。許多人緊隨兩位藝術家聆
聽講解，追問作品表達的含義。
此外，楊惠姍和張毅在開幕式結束後還

做了一場有關琉璃藝
術的專題講座。泰國
藝術高校的教授帶領
學生專程前來參加，
並向兩人請教琉璃製
作工藝。張毅表示，
為了能讓中國琉璃工
藝得到弘揚，讓後來
者少走彎路，自己願
意將多年鑽研的技術與世界同行分享。
楊惠姍和張毅曾分別獲得台灣電影「金

馬獎」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導演。1987年，
這對夫婦共同投入琉璃藝術探索，創辦了

現代琉璃藝術工作室——琉璃工房。其作
品被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英國
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等20多家博物
館收藏。 文：新華社

■■弘一法師弘一法師《《心經心經》》

■展場中的琉璃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