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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昌硕是我国近代驰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师。
他在诗、书、画、印诸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并能融会古今，博采众长，破旧立新，各具面目，成为
我国近代艺术史上开创一代新风的典范。
这四者中，人们公认他篆刻艺术成就最高，只不过印为小道，到晚年反被他的书画名所掩，他自己也
曾说过“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
”本书为“历代篆刻经典技法解析丛书”中的一本，分析了吴昌硕经典印作的技法和创作思想，旨在
启发和帮助篆刻爱好者正确认识吴氏印风的演变过程及其艺术精华之所在，把握吴氏印风的本质特征
，从而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
    本书为“历代篆刻经典技法解析丛书”中的一本，选取吴昌硕的印章作品，通过一方方具体的印例
，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篆刻创作技法进行分类解析，并从中梳理出一定的技法规律。
该书行文体系完整，文字简洁晓畅，对吴氏印章篆刻技法的解析及临摹与创作都很独到，值得一读。
阅读本书，你可以走进大师的生活，了解他的个性，读懂他的艺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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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吴昌硕的一生，以诗、书、画、印“四绝”蜚声艺坛，名震海内外。
他先学印，再学诗、书，后学画，最后将此四者融会贯通，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
，并独立发挥他自己的个性与特长。
从而在书、画、印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可谓画中有书、印，印中有书、画，且各有诗情意境
。
他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强烈的艺术特征，那就是“气势磅礴，魄力雄伟，用笔豪放，墨色浓重，于浑
朴中见华滋，于厚重中寓灵动”(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将伟大的民族精神，质朴的时代风
貌，憨厚的个人品格融会其中。
在书法方面，昊昌硕青少年时期多以临摹楷书为主，先从颜体入手，后沉湎于魏晋钟繇小楷，注重用
笔的含蓄和结字的浑朴内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少年时期他游学于杭州、湖州、苏州，因结识拜见时彦如杨见山等，便对篆隶浸染较多，受邓石如
、吴让之等书家笔法的影响很大，曾临摹过大量的汉碑，如《嵩山石刻》、《张迁碑》、《石门颂》
、《祀三公山碑》等等。
定居苏州后又醉心于篆书，可能他已认识到篆书对篆刻创作的重要作用，最后他选定《石鼓文》作为
主要的临摹对象，其后数十年临池不辍，并深入钻研。
他在题《何子贞(绍基)太史书册》诗中写遣“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
”这是他对自己学书的小结。
而且他65岁自记《石鼓》临本时还说：“佘学篆好临《石鼓》，数十年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
”的确，他在书法上的创造，以石鼓篆文之新境最为夺目。
吴昌硕的行草书，初学王铎，后学欧阳询与米芾，中年后多参黄庭坚书意，能以篆隶笔法作行草，又
以行草结体作篆书，因此他的书法作品，起笔多藏锋，行笔重气势，结字多斜侧，体貌皆舒展，线条
疾涩相生，遒劲凝练，显示出激越的气派、铿锵的节奏和开阔的境界。
    吴昌硕学习绘画，要比学书、学印晚得多。
有资料记载大约在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他29岁时，在上海认识画家高邕之，受到感染和影响后在
家乡从潘芝畦学画梅，继而在杭州从吴伯滔学山水、花卉等，但进步不明显。
后来由于他的书法篆刻功夫渐深，又曾有幸在大收藏家府上观赏到文物、古字画、金石拓片等，眼力
大有提高，因此，当他经高邕之介绍向上海画家任伯年求教时，任说吴绘画用笔好，这增强了吴昌硕
学画的信心，从此任、吴二人常在师友之间，交往甚笃。
其间，吴昌硕又结识了蒲华、胡公寿、陆廉夫等画家，谈艺切磋，绘画有长足进步。
因为眼界开阔，学养渐深，吴昌硕开始广泛吸取传统绘画之精华，极为推崇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
人)、石涛(朱若极)、石田(沈周)等大家，并且熔多家之长于一炉，遗貌取神，为己所用，又参以书法
用笔之妙，使其画亦透出笔酣墨舞，真气磅礴的雄伟气象。
因画科为大宗，所以吴氏的画名反而逐渐比他的书法、篆刻之名更响。
    吴昌硕的艺术世界中，篆刻举足轻重一是学习篆刻的时间早(14岁)：二是从事篆刻创作的时间长，
“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吴昌硕《西泠印社记》)；三是生前所出版的印谱多(约十
多种)。
在长期的篆刻艺术实践中，吴昌硕“不受束缚雕镌中”(《自述》诗)，探索出治印求变之道，形成了
“自我作古空群雄”的独特印风。
关于吴昌硕篆刻的学习过程，其印风的演变和影响，是本书的重点，下文再详述。
总之，吴昌硕的生平及其艺术道路是崎岖不平的，青少年艰辛困苦，为避乱谋生而四处奔波；壮年好
学，寻师访友多游历于苏杭，这是他在艺术上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晚年艺成，诗、书、画、印融会
贯通，正如他的《刻印偶成》诗句所言：“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P9-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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