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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到家乡的牛犊山上拾红砂石刻图章，是在玩耍白
相。长大后迁到丁山用黄龙山上的紫砂石刻章，那是正儿八经
的篆刻艺术了。但紫砂石不能直接当印石用，而是要磨成粉，
加工成紫砂泥，做成紫砂印坯。

近几年来印石逐渐枯竭，而且杂质很多，碰到铁钉很难奏
刀，而优质的石料十分昂贵，很多印人纷纷转向陶印这个广阔
天地。我认为在众多陶印中紫砂印最优。它以土分五色著称，不
施釉彩而以色调素雅称雄。紫砂造型制坯时可塑性强，通过一
千度以上高温烧成后坚硬无比，变形度小，这就为印章的实用
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不施釉彩又使刻边款十分方便，各种书
体均便于奏刀。可以说，紫砂印刻边款犹如立体的宣纸，篆刻家
可以任意挥洒，展开想象的翅膀，创造出区别于前人的有个性
的边款。紫砂印坯晾干后，软硬适中，手感甚佳，是刻大写意印
风作品的最佳材质，可以随性夸张，宣泄个性，增加辨色度。
近十多年来，篆刻是我的余事，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陶艺

上。这样反而使我对篆刻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放开手
脚，不要受限于所谓的“名言”“经典”，自由地创作，开心地刻
印，不要整天皱着眉头苦思冥想，那样搞出的作品是僵化的，
不会散发出自然率真的光芒。有些人刻了几十年，还在亦步亦
趋地模仿他人，其实亦步亦趋不是成功的捷径，而是相反。（查
元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宜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印章形式肇自商周，于今
已基本形成共识，且有出土铜玺佐
证。就目前所见实物来看，初时印章
上所表现的内容大多与装饰图案和
氏族徽记有关。所谓的装饰图案，其
内在含义或者也具有表现氏族徽记
的特征，而具有族徽形象的图形又
往往以装饰的手法表现之。因此，对
于此类早期玺印来说，其内容恐皆
与氏族图腾相关，若以现代人的眼
光来看，则大多表现为图形装饰形
式，而以文字入印的形式应迟于氏
族徽记类的图形印玺。
虽然中国古代玺印的外观形式

呈现出多样化的几何形状，诸如圆
形、三角形、方形等皆有所见，但很
快就确立了以方形为主的外观形
式。当印章发展进入以文字为主、以
方形外观立身的轨道之后，文字形
式如何适应于印章形式的矛盾，便
随之或隐或显地展现开来。目前所
见的大量先秦古玺印中，大多采取
文字四周加饰边框的形式，可以说
是前人在处理诸多外形不够规整的
文字组合时，采取的一种简单而有
效的方法。我曾以“论印·古玺”为题
赋诗一首：“古玺雕刊若牧羊，围栏
四护令安详。还从纷乱求一统，气韵
通达意味长。”这种赶羊入圈式的方
法，基本获得了单枚玺印的整体效
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字形
式与印章形式相和谐的问题。从古
玺印文字结构发展轨迹来看，前人
从未停止过使文字形式相合于印章
形式的探索与追求。这种探索与追
求的结果使得文字结构越来越趋于
秩序化，横竖笔画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文字结构之中，故在晚期的诸多
古玺印中已可见整饬端庄的风格形
式。这种不断使文字结构形式适应
于方形印式的进程，可以用“印化”
二字来概括。最终，秦摹印篆的出现
展示了文字形式与方形印式的和谐
共生的蓝图。而秦印以加饰“日字形”“田字形”界格
为其特征，由此也反映出秦之摹印篆尚存在与方形
印式有相抵牾之处，仍需借助界格形式实现最大程
度的和谐统一。待到汉初以后，随着文字形式的完全
“印化”及界格形式的彻底抛弃，印章文字形式与方
形印式的有机结合遂告完成。
在上述古代印章发展中，关于文字结构形式适

合于方形印式的演进过程，客观上反映了古人对形
式美感的探索与追求。这种内外如一式的形式美感
在以实用为功能的古代印章发展过程中或者是一种
终极追求，但在明清之季，特别是在当代，却不是唯
一追求的艺术形式。即便如此，古人对入印文字“印
化”的理念与手法仍对当代篆刻创作有着积极的启
迪作用。迄今为止，篆刻艺术的创作仍然坚守在以方
形为主的外观形式上，使得在应用古文字入印过程
中，依然存在着与古代相同的、使文字结构适应于方
形印式的文字“印化”内容，但对“印化”的认识应用
已扩大至境界、韵致、形态、风格诸方面，进而丰富了
印章的艺术表现力，提高了印章的艺术品位。
就传统的汉印形式、圆朱文形式等而言，其文字

“印化”的方式似与前代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和变化。
而对于借鉴古玺印形式，着力参鉴新的古文字形态，
且以写意为特征的篆刻创作而言，对于入印文字“印
化”的认识与探索即成为篆刻创作中不可缺失的重
要一环。

近几十年来，战国古文字遗存的大量出土，直接
影响并促进了以战国文字为载体的书法篆刻创作。
在篆刻领域，参照借鉴古玺印形式、融汇战国文字的
印章创作几成风气，使当代印坛呈现出空前繁荣的
景象。

但实际情况是，大量发现的古文字遗存大多是
以书写形式保留下来的，虽然在通篇的书写过程中
也存在着气息贯通的审美要素，但与方寸之间的篆
刻形式相比，其文字间的结构关系仍显得松散宽泛，
并不宜于像活字印刷那样，机械地将字形直接植入
篆刻创作之中。如此，从书法到篆刻的过程中，“印
化”便是两种文字转换的机枢所在。

从 2007年起，作为一个研究课
题，我试以战国文字入印创作老子
《道德经》组印，每章撷取一句文辞
入印，至初稿完成，共获印 81方。在
创作过程中，因限于战国古文形
式，我直接面临的最大难点即是如
何解决入印文字的“印化”问题。在
战国文字中，楚系文字数量最为丰
富，其文字结构特征也最为明显，
但若依葫芦画瓢式地直接组合选
用，不仅容易产生凑合成印的状
态，还势必使组印形成百印一面的
情况，致使创作陷入单调的窘境。
如“木强则折”“为者败之”二印在
保持楚系文字特点的基础上，稍事
调整笔画构成肌理，是一种简易的
“印化”方式。“大者宜为下”“天下
浑其心”“贤于贵生”诸印则较明显
地借鉴古人“印化”的方式，强调变
化了以平直为主的文字结构形态，
使其呈现出汉印风貌。其中“贤贵
于生”印因文字由较多的平直笔画
构成，汉印韵致颇为明显，而“天下
浑其心”印利用结构上的强烈疏密
对比及笔画中的圆弧取势，力图取
得静其外而动其内的别样效果。

在组印的创作中，因其数量较
多，就有了变化形式的必要，而历
代玺印样式以及古文字遗存样式
都是可资借鉴的对象。如“比于赤
子”印的外观形式源于竹节印，而
“三十辐共一毂”印左上方的圆形
留白亦借鉴于竹节的凹空形式。
“天地无亲，恒于善人”印拟汉砖效
果，“信不足有不信”印则以宽边细
文的形式取明清官印意。在这些形
式构成的过程中，对所用文字有着
不同的“印化”要求，唯有合理地
“印化”，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新形
式的生成。针对不同文字的不同
“印化”处理，不仅能获取形式上的
变化，同时也可导致印风的改变。
如“我愚人之心也哉”印取清丽一

格，“大道氾兮其可左右”印取萧散之风。另如“守中”
印略参圆朱文意，“可以长久”印则试图刻入简约的
符号形式。

在创作中，结合文字结构形式，采用不同的刀法
也是不可或缺的变化途径。“长生久视”印意在表现
单刀白文的写意性，“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印则在
写意的刀法中试图表现某些隶书的情趣，借以生成
别样印式。在写意印式中，文字“印化”的过程往往伴
随刀法获得完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关
系。

中国古文字中多具图画意味，这也是篆刻创作
中可资利用的元素之一。“玄德”与“行无行”二印即
利用文字构成中的美术化元素，使印面形式具有装
饰效果。同样，在其中仍有文字“印化”的过程，并且，
由于图案意味的特殊性，这种“印化”后的文字形态
往往不具备通用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装饰结
构的运用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倘若太甚，便易坠
入恶俗。

就形而下的层面上说，历来总结篆刻艺术的三
要素为篆法、章法和刀法。篆刻艺术的变化与发展
自然也离不开在此“三法”上的研究、探索与创新。
在传统的金文、小篆、汉篆之外，借鉴新的古文字形
态来拓展篆法是当代篆刻的一条重要途径。从表面
上看，文字“印化”的过程似乎只是在文字形态上做
文章，属于“三法”中的篆法问题。然而正是由于篆
法的改变，进而影响乃至改变了章法形式，同时，刀
法的应用也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在
篆刻艺术创作中，“三法”中的每一法都不可能是孤
立的，而“三法”的有机结合又直接关乎作品的境
界、韵致和品格。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篆法起到的乃
是领衔作用。如此看来，入印文字的“印化”不可谓不
重要。

一本印集就是一本作业。一个阶段的功课是完
成了，其中的得失则有待于老师与时间的判定。老师
既是同行印人，也是作者葆有的进取之心。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必然会更清晰地肯定和批判曾经的认知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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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玺王国的勇敢探索者
———宋哲金成语印观后

阴刘欣耕

快乐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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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印章形式中，古玺印属比较难刻制的一
种，它不仅要求作者有较深的篆刻功底，更要求作者
有大篆的书写能力和相当的古文字学知识。此外，因
古玺面目千变万化，醇古诡谲，这还要求作者有较高
的审美眼光和多变的篆刻手段。
鄂州松风印社社长宋哲金擅长诸体，精于大篆，

更孜孜矻矻于玺印的创作。长年来我一直关注他的
篆刻创作。他研习篆刻，以秦汉印为功底，涉猎明清流
派印。近年来他钟情古玺，创作上自有心得和收获，其
作品频频入选全国全省大展并多次获奖。不久前，他
寄给我一册《宋哲金刻成语印集》，翻开这册富有特色
的印谱，让人眼睛一亮，不由得提笔写上几点读后感。

此《印集》的显著特色是，全册皆为古玺印形式，
而且全部都是圆形印。我从事篆刻 40余年，应该说所
见各种古今印谱还算是不少的，但一册印谱全是圆形
古玺印，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关于圆形印式，战国古玺印中有之，秦汉印中有

之，宋元印中有之，明清印中有之，但数量都不多，非
主流。现代人刻印的风格形式多样，但圆形印仍是少
数。圆形印章印家们刻制较少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方
形印更适合于在方形、长方形的书画作品及册页上
使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圆形印在布局上、字的
变形上及篆刻上更麻烦、更有难度。譬如在布局上，
往往为了适应圆周边的弧形，将字的某部分生硬变
形，看似与圆形相适应，实则其字形十分别扭，缺少
自然和谐的感觉。即使在秦汉玺印中的圆形印式也
不乏这样的情况，在近现代人的某些圆形印中此情
况亦常见。刻一件圆形印，做到字法合度、变形排布
自然、章法调和浑成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宋哲金知
难而上，刻制出整本的圆形印章，他似乎要在高难度
的创作中考验自己的创作能力，在高难度的创作中
达到自我实现。由此，当作品创作成功时，就会获取
更大的愉悦。但一件佳作成功来之不易。哲金在其刻
印手记中说，创作一方生动而精彩的圆形印章“实煞
费经营”。于此可知，一件佳作凝聚着篆刻家的心血，
显现着篆刻家的智慧。
《宋哲金刻成语印集》共收圆形印 90枚，按宋哲

金自己的分类，一半为工稳风格，一半为写意风格。
在工稳的圆形印章中，朱文印大都线条瘦劲而婉

转，罕见羸弱、飘忽的点画，如果没有刻圆朱文娴熟深
厚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地的。在用字布局上，弧笔、
直笔、长笔、短笔随圆就势，有的印停匀整饬，有的印
疏密对比有致，例如“千秋万岁”“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等印。另有一些印是根据金文笔形特点，参用了圆
形、三角形等富装饰意味的小块面点画，使印面丰富
而别有趣味，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等印。此《印集》中白文印大致分为细笔画与粗
笔画两种。细笔画印较凝练秀劲，布局与朱文印异曲
同工，呈现一种清爽优雅之美，例如“诲人不倦”等印。
粗笔画印大都用方笔，点线果断遒劲而有内涵，给人
一种刚柔相济的感觉。有些带边框的印，其边框与印
文笔画能协调一致，有较强的整体感，如“三寸不烂之
舌”等印。这类有边框的印倘若处理不当，字与边不搭
配，其艺术性会大打折扣。这点哲金是相当明白的。

宋哲金的写意古玺印与当下某些缺少法度肆意
挥刀破石的作派有很大区别。他在刻印手记中这样
写道：“篆刻艺术美的创造要遵循一定的法度”，“线条
要有笔意，讲究骨肉均匀，字的结构必须遵循篆书的
基本规律，章法要疏密有度，和谐统一”。基于这种认
识和追求，哲金刻的写意古玺印章自有面貌。

首先观察其点线，不论是朱文还是白文，都大胆
冲切，精心收拾，恣肆而稳重。在看来斑驳残泐的点画
中，不论粗细长短都能表现出笔调的起止、遒劲与厚
重，使之合于大篆。我想这是印章耐看的主要原因，这

和那种无笔味、无内涵、貌似洒脱高古的印章是不可
同日而语的。
在章法上，哲金治印颇得古玺印的精髓。他的朱

文印由于以金文入印，字的线条有粗有细，还有带小
块面的点画。哲金能在特定的圆形中，通过穿插、挪
移、避让、连边、借边、呼应等手法，使印面多姿而调
和。这类印在求变求新中当以自然和谐、多彩浑成为
好，如“息息相关”等印。在他的白文印中，刻不带边框
的，其章法与朱文相似，只不过无朱文的借边一说，白
文印中字的连边相当于破边。当然，白文与朱文旨趣
应该有异，但其基本手法和风格还具一致性，如“一动
不如一静”等印。
宋哲金带边框的白文印，其边框分完整形和不完

整形两种，这是根据印面字的多寡、大小及表达的主
旨来决定。此外，字有连边的、框有破边的，种种手法
的应用都是因字形和构图的需要而灵活处理。这样，
同是圆形印在基本风格的笼罩下各有其特点，或朴
茂、或野逸、或浑厚，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拘一格
降人才”“君子不器”等印。面目奇异多变，不可端倪，
正是古玺印章的艺术特质。
谈论宋哲金的印章，不能不说说他刻的边款。今

人对印章边款的重视程度，应该说超过前人。现在印
章刻边款的字体、样式、风格五花八门，方寸之地的艺
术含量得到大大扩充。哲金刻款识应该说倾尽心力，
刻法上有楷书、草书、隶书、篆书等，各具妙趣。款识内
容都和印面相关相联，成为印章的有机组合部分。我
们欣赏印文，再读款识，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得到更
多的艺术享受。
古玺印神奇的艺术之光把我们的思绪带到遥远的

周秦，现代印艺的创作抒发了我们继承弘扬传统的情
怀。哲金的圆形古玺印作品给人有益的启示，愿他不断
有新的佳作涌现。（宋哲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民盟
湖北艺术院副院长、湖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

鞭长不及马腹（附边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附边款）

千秋万岁（附边款）

家
居
黄
龙
山

舍得（附边款）

大德唯庸（附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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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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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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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是我国最早创办书法专业的高等院校，
办学五十年来，在几代书法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教学科研
成果丰硕，并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不同专业层次的可造之
材。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满足海内外广大
书法爱好者对高等艺术院校教学的渴求，中国美术学院特
在全日制教学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展书法函授教学，以
传承学院精神，造就书法创作专业人才。
一、办学宗旨：传承学院精神，规范书法教学方式，提

高书法创作能力。
二、招生对象：专业书法工作者；社会各界书法爱好

者。面向海内外招生，年龄不限。
三、教学内容：·五体书（篆、隶、楷、行、草）经典作品

临摹。·五体书习作与创作。·篆刻经典作品（古代印章，
流派印）临摹。·篆刻习作与创作。
四、教学方式及学制：1.函授：按教学进程、课程设置，

按指定的教学内容学习（视函授的特点，学院书法函授中

心制定有严格的教学机制，课程设置完善，教学丰富）。采
用作业信函往来的方式进行。作业由学院书法函授中心组
织专家学者批阅签名回复。学制二年，每学年函授八个月
（4月 -7月，9月 -12月），每月份上、中、下旬各一次，全
学年共 24次。2.面授：集中培训，学院书法函授中心组织
专家学者授课指导，每半年一次，每次 8天。
五、专业层次：函授分高级班、中级班，另特设青少年

班共三种类别，个人可根据年龄，专业程度酌情报名。面授
层次不限。
六、教务信息：1.报名时间：即日起，滚动报名，学院书

法函授中心建立个人档案，按报名时间计算学制，并进行
教学管理。面授教学另行申请办理，时间待定。2.学费：高
级班 4500 元 / 年；中级班 3800 元 / 年；青少年特设班
3500元 /年。面授培训费待定。3.证书颁发：学院函授中心
制定考核机制，修完全部课程，经专家组评议颁发“中国美
术学院书法函授”结业证书。

七、报名方式：
1.向学院书法函授中心索取报名表，或在学院函授

中心网址下载报名表（复印件有效），按要求详细填写
后将报名表及身份证复印件、个人 2 寸免冠照片 3张、
个人代表作品或近期创作图片资料 5 张邮寄至函授中
心报名。

2.由学院函授中心组织专家学者组成评议组，根据学
员个人资料审核后，发给录取通知书。

3. 学员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从银行把学费汇至指定帐
户，并把汇款单复印件邮寄或传真至学院函授中心（请在
汇款单备注栏中注明所报班级和学员姓名），学院函授中
心收到汇款后即进入教学环节。

4.汇款方式：邮政汇款：
收款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函授中心
汇款地址：（310024）杭州西湖区转塘创意路 1号中国

美术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 B12幢

特别提示：请勿加密，以免延误时间，在汇款单备注
栏请注明所报书法函授班级和学员姓名。
银行汇款：
户名：中国美术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帐号：120202440990002882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湖滨支行
特别提示：请在汇款单备注栏注明所报书法函授班

级和学员姓名。
5.报名咨询：通讯地址：（310024）杭州西湖区转塘创

意路 1号中国美术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 B12幢
咨询电话：0571-86012107
传真：0571-86012107
联系人：叶老师（15988128445）

余老师（18058125183）
网址：www.zgmysfhs.com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函授中心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函授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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