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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篆刻与书法是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表征，它们的产生发展演进，总是息息相关而不可分割。
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来看均系刀刻，所以又称“契文”。
其刀法犀利挺拔，章法宕逸多姿。
因此可以说甲骨文是篆刻艺术之滥觞。
“篆刻”一词初出于汉杨雄《法言·吾子》。
元、明以后专门用于印章，既然作为一种制印的艺术，于是，就有人直接称之为“治印”、“铁笔”
、“刻印”、“刻图章”等，皆一语道出根源。
但仍不能完全替代篆刻。
“篆刻”是指在印面上写篆书印文，“刻”是指通过刀刻来表现印面上篆书。
因而，篆书对篆刻而言，有着很重要的裨益。
“印章”作为权位的象征和凭信的用途，两千年来，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战国时期金文的昌盛，“执政所持信”的古玺也诞生了。
到了汉代“印章”十分盛行，风格多样，制作精美，形成了“印章”史上的高峰时期。
到了明、清时代，在金石学、文字学迅速复兴发展的同时，篆刻艺术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使篆
刻成为书、画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使篆刻在艺术中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
篆刻艺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因此具有其自身实用价值
和审美价值的双重性。
一方面是它的内容和文字，因而它与书法（主要是篆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与治印用特定
的工具和材料（如刀、石、印泥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不同时代，不同个性和爱好，以及修养
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各个时代篆刻家的不同流派和风格。
如周秦古玺，字体奇放，灵巧多姿；汉印则较平正方直，端庄浑厚，明清以后，金石的兴起，印人除
继承古代玺印外，更旁收钟鼎、碑版等金石文字熔为一炉，加之印材多用石章，易于奏刀，故其刻印
的风格，亦各有千秋。
历史表明，篆刻与书法密不可分，书风对印风的影响十分明显。
从近现代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等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在篆刻中表现书法的笔意，融入
“金石味”，使书风、印风趋于统一，而随着个人书法面貌的强化，其篆刻的风格特征也更加明显。
本教程是李建东结合了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及心得编撰完成。
该教程按篆刻的起源，历代印章的发展历史及风格特征，分成十三个章节，系统地介绍了发展、演变
的概况，并配有图例分析代表作品。
本着实用和艺术学习两方面并重的原则，从基础常识（工具、技法、习篆）及中、西印章的研究与比
较等章节循序渐进讲析介绍。
旨在引导学习者，了解认识掌握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其更高的审美眼光。
使得文字本身在实用之外，焕发出动人的光彩，使之更好地继承传统，并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
新。
愿这本教程能给学习、关注、关心书法篆刻创作现状的同道们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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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篆刻教程》是作者结合了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及心得编撰完成。
该教程按篆刻的起源，历代印章的发展历史及风格特征，分成十三个章节，系统地介绍了发展、演变
的概况，并配有图例分析代表作品。
本着实用和艺术学习两方面并重的原则，从基础常识（工具、技法、习篆）及中、西印章的研究与比
较等章节循序渐进讲析介绍。
旨在引导学习者，了解认识掌握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其更高的审美眼光。
使得文字本身在实用之外，焕发出动人的光彩，使之更好地继承传统，并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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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印章的类型与应用印章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交接的凭信。
随着其功用性和艺术性的不断完备，其形式和类型也在不断地充实和丰富。
目前以印章形式保持至今最早的当数河南安阳出土的三件铜玺，它们的形象类似铜器铭文的族徽。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器皿上文案的印模即范母，它们按压在翻铸的青铜器皿上以作凭证持信之用。
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其道理。
最早的印章并不以“印”称，甲骨文和金文虽都有“印”字出现，但大都为“抑”之初文。
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后，印章的名制才有了明确的规定，如皇帝用印称
“玺”，一般的只能称“印”。
卫宏《汉旧仪））卷载：“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印，各服所好。
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君臣莫敢用也。
”汉代以后此项制度又有所放宽，如“诸侯王”、“王太后”皆可用玺乐，可见这一称谓也是一种权
利和地位的象征。
汉代印章除以“玺”称之外，其他一般的官印都称“印”，但汉代也有一些位高爵显的官吏，如“将
军”、“太守”、“公卿”的印也称作“章”。
此外“印章”、“印信”、“信印”的称谓也都是至汉代才开始的，如“牙门将印章”、“安平侯印
章”、“苏循信印”、“祝遵印信”等。
到了唐代，皇帝用印也有称“宝”的，此后“玺、宝”的名制往往并用。
此外印章称“记”，“朱记”也是从唐代开始的。
自宋至明，印章又有“图章”、“图书”、“押”、“关防”等称法。
总之，历代对印章的称法众多，但汉以后大都延用汉制。
一、按印文内容分类按其功用性即印文的内容，我们通常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以下几种：一、官印；二
、姓名印；三、字、别号印；四、斋馆印；五、地名印；六、鉴藏印；七、吉语印；八、闲文印；九
、肖形印；十、箴言（成语印）；十一、辟邪印。
（一）官印官印是古代印章使用最广泛，功能性最强的印章。
印文内容皆为官吏的名称，是代表官吏身份以及行事的凭信。
诸如“皇帝玉玺”、“巧工司马”、“军假司马”、“假司马印”等。
秦汉印中，官印数量最多，风格也极为多变，有浑厚朴茂的，有细劲俊逸的，有婉丽秀润的，是我们
学习篆刻艺术最佳的临摹对象。
（二）姓名印姓名印属私印的一种，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都具有极强的实用性，通常我们见到的
姓名印有以下几种样式，即“姓名”、“姓名印”、“姓名印信”、“姓名之印”、“姓名唯印”、
“姓名私印”、“姓名印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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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篆刻教程》是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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