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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古至今，著名的书画家数不胜数，而流传下来的作品就更是难以统计

了。无论是从学习、研究，还是欣赏、收藏的角度来说，人们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把原作逼

真地复制出来的技术，人们需要用高仿真的作品来代替原作……   

 

从古至今，著名的书画家数不胜数，而流传下来的作品就更是难以统计了。无论是从学习、

研究，还是欣赏、收藏的角度来说，人们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把原作逼真地复制出来的技术，

人们需要用高仿真的作品来代替原作。 

        有趣的是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制版，采用印刷术来把历代精品原封不动地

复制出来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做起来困难重重。 

        首先，书画作品是有层次感的，不是简单的黑白线条或是彩色方块。其次，书画

作品的承载物都是宣纸、绢丝布等印刷设备，因此如何把绚丽多彩的画面复制出来困扰了人

们许多年。 

 

        书画作品复制工艺 

        最早的书画复制工艺 

        书画复制是印刷术发展到石印（石版印刷）时代才显露端倪的。石版印刷就是采

用特殊的石版并且磨出一个平面，经一定的措施处理版面后，再将图案反制在版面上，可以

用转印纸或直接在版面上画反画，这对操作人员的绘画技术要求很高标签，图案部分是亲油

的，空白部分是亲水的，用墨辊在石版上滚墨，再铺上一张纸，经过外界施加压力设计，石

版上的图案就转移到纸面上了，这便是最早的书画复制。这种方法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它只适合对简单线条图案的单色或有限几色的复制，而不能解决有层次画面的复制问题。直

到后来德国人发明了珂罗版印刷工艺，中国人将它用于书画复制，这时书画复制才算步入了

正轨。 

        珂罗版印刷等复制工艺 

        珂罗版是明胶 colltype 的音译，它是指在玻璃板上涂布感光胶。为了保证感光胶

能够牢固地附着在玻璃板上，首先要对玻璃进行打磨，使它的一面变为磨砂面，并清洗干净。

然后配制一种药水（称之为结合液），其作用是把感光胶牢固地附着在磨砂玻璃面上形成结

合膜。浇结合液讲究手法：一手端着玻璃板，另一手往玻璃板上浇结合液，浇完之后双手端

住玻璃板的左右两侧，左右前后反复地摇，把结合液摇匀，而且还不能把结合液摇到版外面。

结合液自然干燥后，紧接着配制感光胶，感光胶的主体成分是重铬酸铵和重铬酸钾及明胶等。

加热熔化并熬制一定时间，过滤后浇涂在涂过结合膜的玻璃板上，方法同浇结合膜的方法一

致，然后放入烘箱烘干。烘箱温度为 50-60℃，涂好胶的玻璃板一定要平置于烘箱，以保证

感光胶面平整均匀。  

 

        需要复制的稿件首先要照相，得到阴图底片后要进行修版。修版又分文字稿和图

案稿。前者修版相对简单，后者则难度较大，要求有过渡层次，而且有几种颜色就要分出几

张片子来。珂罗版印刷属于专色印刷，照相时就要分出几个颜色，随后就要照出几张胶片。

修版时根据稿件把每一种颜色留出来，去掉其他部分。因此图案稿件喷墨，特别是有层次图

案稿的照相修版都是技术水平的体现。 

        修好的胶片放到感光版上后在晒版机中。以前还曾在太阳光下晒版，因此当时称

之为“靠天吃饭”。现在制版不受天气制约了。根据稿件情况和底片情况来确定曝光时间，

这也是经验操作。 



        珂罗版的显影比较特殊，是用水来显影，而不用其他的显影液。显影后晾干放置

于暗箱中，何时用何时取出。 

        珂罗版印刷机采用圆压平的方式，压印滚筒为圆，印版台为平。把印版放在平台

上，用特制药水处理版面，使图案部分亲墨，空白部分亲水，同时还要注意空白部分的防粘

处理。否则宣纸铺上后易粘纸，揭开宣纸离开版面时易撕破。 

        珂罗版印刷是目前唯一没有网点的印刷技术，它以饱和的墨色、细致的层次而独

占一席。 

        但是面对色彩斑斓的稿件，珂罗版就显得束手无策了，于是铜版复制技术出现了。 

        铜版复制的作品幅面都很小，且大都采用铜版纸，不适合装裱，因此用铜版复制

书画的流行时间很短。 

        人们随后还尝试用打样机（胶印）来复制书画，由于幅面受限、套印精度难以保

证爱克发，这种方法存在的时间也不过几年。 

        此后，随着彩色喷墨打印机的出现，书画复制技术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采用新

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复制出来的古代书画，受到国家顶级鉴定专家和权威部门的首肯和推

崇。 

        彩色喷墨复制工艺 

        彩色喷墨打印机不是简单地把图文信息输入就可以打印出来，实际操作过程是极

为精细和复杂的。首先要对复制对象进行图像采集。采集的方法很多科印精品调研，但最终

归结到设备的精度，这是关键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修稿，同样要求操作人员对色彩及图案

有较强的把握力和掌握力，前提是对修版软件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第三步才是喷绘实施操作，

这里的学问极深分切，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可摸索的东西很多，遇到的问题也不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逐步积累，相信这种新技术会越来越成熟。 

        现在人们若想复制一幅名人书画，可以选择的方法有很多，需要考虑的是所用的

材质和目标是什么。 

 

        珂罗版印刷与彩色喷墨的结合 

        在各种书画复制工艺中，珂罗版印刷与彩色喷墨印刷是当前两种最具优势与特色

的工艺，但二者也有各自的不足。 

        珂罗版印刷在书法作品复制上的表现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对于彩色图案的复制就

略显不足了。它对彩色原稿的要求极为苛刻。以前的国画大师如徐悲鸿、吴作人等都知道珂

罗版印刷对原稿的要求，因此当其作品打算复制时，他们在设色时都特别讲究与注意为珂罗

版印刷提供方便。此外，珂罗版印刷从照相、修版、制版到印刷，工序繁多，工时长。      一

般一块印版能够保证有 50 张成品即为合格品。而且哪怕一个工序有一点儿改动，也要从照

相做起，相当麻烦，而且成本高。 

        相对而言，彩色喷墨从扫描、修版到喷绘曼罗兰，工序少，工时短，而且尺寸可

以随意调整，只要分辨力足够高，即能保证成品的清晰度。另外折页，版式(即画面的布局)

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调整，颜色的设定更是想什么样就能调成什么样。彩色喷墨虽然解决

了多色图案的仿真复制，对纯书法作品的复制却不如珂罗版印刷的效果好，主要缺点是黑度

不够。 

        若能将珂罗版印刷与彩色喷墨工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则艺术品复制可以达到

理想的效果。 

        于是，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率先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把珂罗版印刷与彩

色艺术微喷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特长，为行业的发展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比如《一团和

气图》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幅由明代皇帝朱见深创作的名画分色，画面左侧是三个人头



合为一张脸，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佛教、儒教、道教，每个人的衣裳颜色都不相同，画面右侧

是一段文字。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根据此画的特殊性，设计了先彩色喷绘彩图

奥西，然后用珂罗版印刷文字的工艺，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还有一项尝试就是将扫描形成的电子文件喷绘出来，再进行珂罗版印刷，解决了

无原稿只有电子文件时也能进行复制的难题，为异地加工创造了可行之路。 

        相信随着业界各方的努力晒版，艺术品复制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