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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套研究篆刻技法的丛书。
      篆刻技法是非常具体的，研究篆刻技法的文章要紧扣篆刻创作实践，来不得一点空泛或抽象，这就
是这套丛书最明显的特点。
      篆刻创作的种种思想要靠作品的具体形式来做载体，没有创作思想的所谓艺术形式等于没有灵魂的
人，而没有具体形式就等于人没有了躯体，再好的创作思想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思想与形式之间唯一的通道就是技法。
创作思想要通过技法来“物化”，作品形式要依靠技法来完成。
篆刻艺术的美具有空间构成与时序进程这两重性，篆刻的形式表现着篆刻的空间之美，形式要赖技法
完成，此时技法是完成篆刻美的手段。
而印语词句对赏读过程的时序规定，刀刀递进之间的映带呼应关系，沿刀与笔(笔意)展开的那种时序
进程，刀石相激的节奏等等，都表现着篆刻的时序之美。
此时的篆刻技术不但是完成这种时序之美的手段，而且自身就是篆刻美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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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篆刻技法是非常具体的，研究篆刻技法的文章要紧扣篆刻创作实践，来不得一点空泛或抽象，这
就是这套丛书最明显的特点。
　　篆刻创作的种种思想要靠作品的具体形式来做载体，没有创作思想的所谓艺术形式等于没有灵魂
的人，而没有具体形式就等于人没有了躯体，再好的创作思想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思想与形式之间唯一的通道就是技法。
创作思想要通过技法来“物化”，作品形式要依靠技法来完成。
篆刻艺术的美具有空间构成与时序进程这两重性，篆刻的形式表现着篆刻的空间之美，形式要赖技法
完成，此时技法是完成篆刻美的手段。
而印语词句对赏读过程的时序规定，刀刀递进之间的映带呼应关系，沿刀与笔（笔意）展开的那种时
序进程，刀石相激的节奏等等，都表现着篆刻的时序之美。
此时的篆刻技术不但是完成这种时序之美的手段，而且自身就是篆刻美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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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楚简帛书入印      “印从书出”的理念确定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书法中发现可转化人印的素材
，又如何转化使之成为篆刻艺术的语言。
相对来说，金石文字与篆刻血脉相通，铸或凿在金石载体上的文字，一般都比较庄重认真，这与玺印
形式有共同之处。
金石文字的载体材质与印章相近似，其线条的艺术质感略同，与篆刻的血缘关系较为密切，所以金石
文字转化入印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而手写体的文字，如战国楚简帛书、秦汉简牍文字、“二王”行草书、唐宋诸家行楷书等，入印就非
常难。
一是手写体的自由感与以静态为主的方寸印面之间有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二是手写体的线条质感与篆
刻线条相去甚远。
但尽管其难，篆刻家们仍然乐此不疲，一旦将手写体的书法之美成功地转换入印，就会开辟出一个新
天地，创造出传承篆刻样式中所无的新貌，所以努力尝试把手写体的文字转换入印，对篆刻家还是具
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尤其是在今天所谓的“展厅时代”，作品形式不断变化出新之时，这种尝试就更
显示出其价值。
      然而这种艺术创作的试验也并非都是成功的。
我们看清人张燕昌所作“翼”、“之”（图1）两面印，作者在边款中说是观宋人飞白书石刻而作。
试图把飞白书引入印面，就像把松柏树与杨柳树嫁接一样困难，二者有着不同的基因，相互有着排异
性。
今天看来，张燕昌的这种尝试只不过是一种求新的游戏，并未真正进入篆刻创作之中，女篆刻家谈月
色把宋徽宗的瘦金书拿来人印，刻成“业净山房”（图2），但怎么看只是把纸上的书法原封不动变
成石上的书法，并没有篆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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