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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立完整意义上的书法学科，是目前书法界亟待进行的工作。
书法自古没有高等教育的概念。
书法艺术与写字在观念上的混淆，曾经严重阻碍了我们的发展。
中国美术学院具有优秀的艺术传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学院，迄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由蔡元培、林风眠、黄宾虹、潘天寿等一代大师开创、哺育的艺术摇篮，在艺术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口一辞的推扬。
在1962年，以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老一辈艺术家为代表，以卓见睿识，创立了有史以
来第一个高等书法专业，即原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科。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书法的发展正呈现出一日千里之势，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对高等教育的急
切期待之时，我们由衷感激老一辈艺术家开创新世界的筚路蓝缕之功，也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书法高等
教育的重要价值。
老前辈们的远见卓识，为后人的继续奋进创造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良环境，也为我们的继续开拓奠定
了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
30多年来，尽管书法学科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时代变迁，但它的卓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一批批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走向社会，对于现代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已成为书法
界的中坚力量。
目前，我院已有了较系统的书法教学体系，包括教学法、教材、教师与专业课程设置，开展了书法专
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在国家级的优秀评奖活动中屡获大奖，在海内外已成为一面旗帜。
目前书法专业有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及外国留学生、进修生等各类教学层次，还拥有一支教
授、讲师、助教配备齐全的教师队伍。
他们的努力工作已获得显著的成绩。
随着书法事业的发展，我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有越来越大的反响。
为总结书法专业教学工作经验，我院出版社决定出版系列化的书法教学丛书，特请我院著名书法教师
以及兄弟院校的书法教师共同编写，以满足社会之急需.在书法界高等教育成果十分匮乏、许多书法家
尚未了解书法高等教育当如何着手的情况下，推出这样的教材，使它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应，积极
推动书法的发展，我以为是十分及时的。
这套教材丛书每章节后均有思考题与作业，是比较实用的书法教材。
希望它的出版对推动当前书法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也希望它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
书法的艺术蕴奥，以它为入门的向导，走向书法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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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篆刻教程(修订版)》是“书法教学丛书”之行书教程，它总结了书法专业教学工作经验，使它
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应，积极推动书法的发展。
该书每章节后均有思考题与作业，是比较实用的书法教材。
希望它的出版对推动当前书法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也希望它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
书法的艺术蕴奥，以它为入门的向导，走向书法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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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汉印艺术性的成熟随着汉代官、民对印章的使用范围广而多，官府印工与民间作坊对制印工艺的
精益求精，以及官民对印章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
在岁月长河中的实践锻炼，逐渐使汉代印章艺术趋于成熟，其成熟的表现，从下几方面可见。
1.文字处理，匀称不板汉印中的文字，有缪篆、秦篆、殳篆、鸟虫篆等，但置于印章内，都能协调，
其主要处理手法是匀称，即线条与间距的粗细，都各有等同，但这些线条粗细相等，线条之间距离过
于相似极易板滞，而汉印中绝大多数由于在字的结体与线条上注意变化，故匀而不板。
尤其是在字的结体上，往往应用线条与偏旁部首之间的穿插、挪让、增减、伸缩等处理手法，而显得
出人意料，显得非常灵活，而富有变化，尤其与秦印比较而言，更可看出其艺术上的成、熟。
2.章法构成，团聚变化汉印中有二字、三字、四字、五字乃至十数字不等，但都能互有关联，呼应，
显得亲密团结，宛如一家人共聚一室。
有的字粗壮，则显得气势雄强；字画细的，显得刚劲；线条屈曲的，显得柔劲多姿。
鸟虫篆一路，姿态造型虽不一，线条粗细掺杂有变化，但其章法都能统一，且气脉贯串，显得有规有
矩，又能生动活泼。
3.刀势笔意，有机结合汉印中虽然铸印特多，但铸印之初，印模之制成，都是用笔书，用刀刻制而成
。
然后铸以成印，故其铸印印文笔意刀意不甚明显，而是显得较为含蓄。
而凿印、则是以刀直接在铜、石等印材上凿刻而成，凿印刀痕较为显露，但在刀痕中，仍可见其用笔
书写之意，其刀中见笔是其特征。
而玉石、玛瑙等坚硬印材，则借助坚硬之砂轮或刀椎，以碾、琢成字。
碾琢中可见其笔与刀意。
以上三种方式，都是为了在印章上刻、凿、琢、碾成字，其作者工艺水平之高低，其书法修养水平之
优劣，或艺术审美能力之强弱，以及感情之浓淡等，均能通过所刻制的印章线条，隐隐约约地表达出
来。
都体现了作者对驾驭笔与刀来书刻的技艺与水平.清人戴启伟在《啸月楼印赏》中说：“秦汉印章，悉
从古人手出，刀法、篆法、章法俱在。
”从以上三方面，可见汉印已从单纯的实用，上升到艺术的追求，并取得可喜的成就。
标志着中国古代印章艺术的成熟。
后来元、明、清，很多印人刻意追求汉印的美，和作为学习的初阶，这也说明汉印的艺术性及取得的
高度的成就。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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