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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打印技术迅猛发展，打印塑料头像、
扳手等摆饰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好奇。今天
上午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的 #$%!上
海国际印刷周上，依靠 !"打印技术，制壶大
师顾景舟杰作“仿古如意壶”的仿制品摆到了
现场&'馆。记者了解到，这项工业新技术在艺
术品制作领域的变革，并没有受到热烈追捧。
但业内人士还是坚持新技术本身具有的创新
前瞻性，并称在具体应用时要极其谨慎，不要
让其取代传统紫砂茶壶工艺家制壶技法。

制作过程慢慢打磨
展场现场，记者看到了这把顾景舟作品

的复制品，但是现场并没有像演示塑料扳手
那样，演示紫砂茶壶的“复制”过程，单从逼真
的外形观察，看不出和原作有区别。杭州先临
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东来称，公
司依托三维打印技术，仿制了这把名家紫砂茶
壶，但并非像打印塑料物件那样，照计算机图

形数据用颗粒叠加而成，还是需要依托造壶
的手工艺术。
据介绍，其制作过程大体如下：在不接触

紫砂壶的前提下，技术员获取紫砂名壶的精
确三维数据，并且通过专业的软件作数据处
理，结合软件分析，用 !"打印技术制作出大
小 %：%的树脂样品，制壶师揣摩和对照，同时
分析原茶壶的泥料。然后使用数据处理工具
编辑，拆分成壶嘴、壶把、壶身、壶盖等零件。
再次放大比例地“打印”树脂样品，之后就是
请紫砂茶壶制壶师使用专业的制壶模具制作
样坯。

然后，各“零件”坯子会适当放大后用紫
砂烧制，烧制成的零件再进行三维扫描，跟原
壶的三维数对比，进一步调整坯子的尺寸和
形态，数据多次修改，经过 &次的打模，烧做
出的零件会和原壶零件显示的三维数据无限
接近。确定了收缩比例后，制壶师将零件合成
为整体坯样进行烧制，仿制的成品再次作三

维扫描，和原型的三维数据再次对比，找出差
距。周而复始，直至造型非常吻合，再利用文
物修复技术在沙感和色彩方面做到一致。
据介绍，!"技术复制紫砂名壶，只是利

用了 !"测绘和 !"打印技术作为一种测量
工具，并非像聚酯乙烯打印扳手那样，一层一
层地覆盖上去，所以确切地说，这个工程不是
“复制”，而是比手工操作具备更高相似度的
“仿制”。先临公司介绍，邀请仿制这把名壶的
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王锡军，落制壶师
的款。最终制成的紫砂壶和样本之间器型的
相似度达到 (')以上，成功率和相似度高于
按传统工序的翻制。

专家内行提出质疑
作为从业者，赵东来看好这项技术的前

景。他说，这项技术目前在文物的复制、修复、
衍生品开发，古建筑的保护、分析、修复，古遗
址的考古现场复制等方面有大量的应用价
值，等同于将传统的印刷行业立体化了，可想
象的空间极大。他称，目前他们公司在琉璃、
水晶、青瓷、紫砂、翡翠、竹刻等多个艺术领域
都已经有了大量的成功案例。
但紫砂茶壶内行、中国艺术品网总经理

陈强告诉记者，依靠这项技术来做紫砂壶还
是一个“噱头”。他认为，烧制的温度会存在问
题，成品的收缩也会有差异，泥料本身和原茶
壶作品有区别，透气性就会有区别。“顶多就
是造型一致而已，两把壶的物理形态是‘复
制’不到一样的。行家可以鉴别出原作和仿制
品。”业内人士指出，新技术的发明没有过错，
就看今后怎么利用好这项新的技术。如果翻
制方便了，!"打印出的茶壶泛滥，便会威胁
制壶名家的声誉，对艺术也是极大的亵渎。

本报记者 乐梦融

紫砂茶壶也能3D打印？
2013上海国际印刷周上午开幕

! ! ! !诞生于公元 *世纪的新
疆龟兹洞窟竟能“隔空穿越”
现身申城。在今天上午开幕的
第 +届上海国际印刷周中，两
件利用 !" 打印技术原尺寸
制作出来的新疆龟兹石窟展
品———克孜尔新 % 窟佛像及
后甬道局部尤为引人注目。

据参展方上海印刷（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剑毅
介绍，这是该公司和新疆龟
兹研究院首创的将 !" 技术
应用于文物数字化及复原工
作，也是色彩管理技术在 !"

打印方面的成功实践。
上海印刷集团新 %窟还

原工程项目负责人李成忠
说，受 !" 打印机的尺寸限
制，两件展品之一、两尊半人
高的天人塑像残体分成 *块，
足足打印了 *天 *夜再拼贴
而成。“与原始塑像的误差仅
为 %毫米。由于打印材料成本
偏高，打印出来的塑像其实是
空心的———只是一个 # 厘米
厚的石膏衬壳，外附一层 %毫

米的彩色胶水。”而且，!"打印机只有提供 !(

万色的色彩，无法彻底还原塑像的色彩，项目
工作人员还进行了精细的校色，并专门请了
龟兹研究所的画师后期上色彩绘。

而另一件展品———后甬道的局部，同样是
以 %,%高度还原。“洞窟”顶部的千年壁画斑斑
驳驳，色彩因氧化而失色显得古朴极了，墙壁
上泥土风化“剥落”。但其实，用手一摸你就会
发现这些斑驳和脱落只是假象，所有的都是
由影象被打印在一张宣纸上，裱糊在洞顶。李
成忠说，经过先期的三维数据及色彩信息采
集后，洞窟墙面根据三维模型进行数据切分，
再通过龙骨结构拼装而成，而墙面上的壁画
也是根据三维数据打印而成。“这个洞穴的展
品虽然不如 !"打印的还原度高，但误差也控
制在 #厘米以内。”李成忠说。

本报记者 马丹 实习生 裴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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