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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要介绍自古至今中国篆刻艺术的起源、发展、成熟及现状。
所有印章边款四百余幅。
本书对篆刻爱好者而言是一本难得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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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是受鉴藏印篆文的影响。
鉴藏印的出现是印章功能的一大拓展，它的出现与发展是篆刻艺术得以形成的直接动因之一。
就像前面我们所阐述的，鉴藏印直接用于书画作品，对于书画自身来说，这是外加给它的，所以，外
加给它的东西不能是随随便便的，它要有别于官私印，至少还要作如下考虑：如何使印章线条细劲清
丽，如何才能不使书画作品受到玷污，如何使印章与书画作品协调起来——而不仅仅是取信方面的考
虑，这些都为鉴藏印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而篆印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李世民（
太宗）、李隆基（唐玄宗）身体力行做了表率，他们分别篆写了“贞观”、“开元”鉴藏印，这种力
量自是胜于口号，其势必影响那些文人队伍中收藏家篆写鉴藏印的行为，就像收藏书画已成风气一样
，文人篆印也应该是相当普遍的。
二、文人篆印的审美标准　　在理论与实践上将文人用印（鉴藏印、书画款印等）拉开与制度化官印
印式的距离，这应该是文人篆印所追求的理想。
最早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天圣八年
（1030）进士。
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史学家、鉴赏家，在书法等方面也有
较高的造诣，他曾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奉宋英宗之命篆写“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有理由相信他自用的
“六一居士”、“修”、“醉翁子孙其永保之”等印均出自他自己的手笔，他在编辑《集古录》的过
程当中，刘敞曾向他提供过一些新出土的钟鼎铭文资料，因此，欧阳修在接受的同时，一边也在消化
，从他的“六一居士”一印可以看出，其采用的是古文，而非通行的九叠篆，这说明，欧阳修有为自
用印篆印的经历，他对古文的运用，反映出他的印章审美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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