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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篆秘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是近10多年来作者在篆刻教
育学方面积累而成的一份系列成果。
其中第二章“篆刻美学原理”，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1987年第2期《文艺研究》，被认为是篆刻美学
方面的开拓之作。
而第一章“关于篆刻艺术观念的清理”，也曾作为单篇论文连载于1994-1995年《中国篆刻》创刊号与
第一期，在一份高规格的国家级篆刻专业学术刊物上被 作为“抬头文章”刊用。
此外，第八章“篆刻思维的开拓与‘问题意识’：篆刻学学科建设”，是1997年7月28日作者在天津主
持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的整理稿。
可以说，这部书除了集中了作者在大学二十年执教时所使用的篆刻高等教学的训练方法之外，还在客
观上记录了这二十年间作者在篆刻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足迹。
除了一些篆刻史研究、篆刻家研究、篆刻考证研究的文章之外，就美学而言，这部书已是收罗了一些
最主要的思辨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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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学篆刻必先通六书，攻六书必先精于古学(包括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等)；而篆刻既用篆，
当然也与上古文化产生了先天的粘连。
这使篆刻家们感到自己其实也在从事一项深奥的学问。
又适逢篆刻的中兴是在清乾、嘉之际，当时的金石、舆地、考据之学大盛，士林中每以旧学相标榜，
这些学问俨然成了学术正统。
与之同步而起的篆刻中兴时代(以丁敬与邓石如为标志)的篆刻家们，同时精研金石、舆地、碑版、考
据之学者大有人在。
那么与舆地、碑版、考据之类的纯学术相去甚远的篆刻，自然会借助于金石这一"近姻"以自重身价。
于是学林中言篆刻而以称"金石"为时尚--遍观乾、嘉、道时的印家文集、印谱序跋，把篆刻与金石联
系起来，或干脆视篆刻即等于金石，或以"金石"代篆刻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时代心理
与个人心理。
作为时代心理，是人皆以学术为重，金石学(与篆刻)成为时尚热点；作为个人心理，是久有自卑感的
篆刻家们希望自抬身价。
表明自己的作为并非是工匠混饭吃的勾当。
于是拉大旗作虎皮，形成了金石与篆刻两个概念互相混淆的历史现象，几百年而不衰。
作一个近乎调侃的分析，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人艺术家的全面修养是"诗书画印"，或日"书画篆刻"--篆
刻均处末座，但一变成"金石书画"之后，这代指篆刻的"金石"却雄居榜首。
以此论之，哪个篆刻家不乐于取"金石"以自重--以示位置显赫、学问深厚呢?　　但这几乎是一场具有
讽刺意义的"误会"，并且它是已横贯五百年以上的"误会"。
当我们把篆刻等同于金石之时，我们固然可以为它们之间在表面上的粘连(如"金"代表古铜印、"石"代
表明清印)而沾沾自喜，但我们却掉进了一个更大的"混淆"陷阱之中：金石与篆刻，实在是两个在学科
层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科目。
P0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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