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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文化，基本源于中国，而自有发展。
作为文化之一的篆刻艺术，同样受到中国篆刻艺术的影响，但经过日本人民和篆刻家数百年来不断的
努力吸收、消化，而能自成风貌，并具有较浓厚的民族风格。
　　中国传人日本最早的篆刻作品，当推1784年2月23日在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志贺岛发现的金印“汉委
奴国王”。
这是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赐给日本倭奴国使者的印绶（现存福冈县博物馆）。
稍后，三国魏明帝景初三年（239），魏帝又授与倭邪马台国女王“亲魏倭王”金印（见《魏书．倭人
传》）．隋唐时候，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到中国，全面吸收汉唐文化。
现留存日本持统天皇六年（692）后的官用文书上，有当时的官私印钤本。
从印文与形式大小来看，都极似我国隋唐时期的官私印，如“天皇御玺”、“大政官印”等高级官员
之印，多为小篆；诸司、诸国印，多与六朝碑志和篆额近似；郡、仓印多为楷书。
民间私印除楷书外，亦多唐宋时押署的“花押书”和齐梁流行的“杂体书”印。
　　宋元时期．日本禅宗兴隆，除日本留学僧外，尚有不少中国僧人赴日讲经传道，有的长久留住日
本，他们为继承中国交吡传统，兴起日本的书法篆刻艺术，有着启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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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日本印章概述　　（一）上古时代汉印的传入　　日本印章的使用始于何时，几乎没有资料
可查，至今尚无确切的定论。
传存在日本最早的印章当属“汉委奴国王”印．此印是于日本天明四年（1784）二月二十三日在福冈
县博多湾志贺岛的一块巨石下，由当地农民发现的。
印为金质蛇钮、白文方印。
此印的发现，正与《后汉书》中“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记载
相一致。
“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后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印绶。
关于汉委奴国的读法和它的所在地问题，从金印发现时起就引起学术界的种种争论．三宅米吉在《汉
委奴国王印考）一文中主张应读成汉委（倭，读wa）奴（na）国，并且认为“奴”就是{日本书纪）中
所说的傩（na），也就是后来的那珂，这一说法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此印就使用金质印材而言，也
符合汉代王侯采用金印的印章制度。
蛇钮则是当时汉王朝对边陲地区少数民族封爵时采用的钮式，具有“蛮夷印”的特征，这从现存的其
他汉印中也司得到佐证。
此印无论是章法的构成，还是刀法的运用，以及钮式的形制，都无可挑剔地证明具备了汉印的特征。
　　其后，三国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倭之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都市牛利等出使魏
国，献上男女生口（奴隶）十人，班布二匹二丈。
魏明帝对此深表嘉许，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
又赐给使者银印青绶，及各种锦绸、金、刀、铜镜、珍珠、铅丹等物。
邪马台国借此增强了自己王朝的势力和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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