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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笔者陈道义从事篆刻创作与研究多年，乐意成为篆刻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于是欣然捉笔
，向各位读者说道本人对古玺印及文人流派篆刻艺术经典的认识与理解，以及篆刻学习与欣赏的方法
和规律，从认识和了解到学习与鉴赏，再从门外谈篆刻应用，如数汇报，娓娓道来，希望能与各位读
者很好地交流和沟通。
写作时，结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将文字与图版紧密配合，尽量做到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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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要知，创作是有阶段性的。
在初始阶段，所谓“创作”，其实带有较明显的模仿性，一看其作品便可知前人或他人的痕迹很明显
。
而当作者对某种篆刻形式语言有了较稳定的掌握之后，则容易产生新的想法，如参考或借鉴其他形式
或方法，使创作的意识及特征有着更明确的表现，这就是中期阶段。
从理论上讲，高级阶段的创作应是一种完全自由状态下思想情感的外化表现，即所谓“艺术灵感”的
固化。
当然，篆刻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学习和创作经验的缺乏、文字内容及字形构
成的限制、个人能力及学识水平的不足等，使得篆刻创作往往带有重复特点的惯性，并不能进入到一
种完全自由的状态。
 依笔者愚见，篆刻艺术创作总体上就是追求与表现形式感、金石味、书卷气。
“形式感”指的是印章的外形及字法、章法的构成和刀法的表现等。
形式感要符合篆刻艺术本质的规定性，而不要变成缩小的版画或邮票设计甚至更怪的形象；“金石味
”指的是“古意”，即从古代金、石等器物中所体悟到的质朴而不矫揉造作的意味。
“金石味”要从作品的深层去理解，而不是留于表面的残破、椎凿与浑浊；“书卷气”指的是雅而不
俗的气息，是静心读书的潜移默化，是内在修养的清雅外露，而不是号称“读书万卷”“学富五车”
的张扬。
 就某一方印创作而言，通常可归纳为三部曲，即选定印文、创作构思、艺术表达三个阶段。
印文内容除了姓名印以及他人的“命题”之外，自己选定刻什么，也反映了作者的学识修养和生活积
累。
一般地，印文内容要高雅而有完整的意义，能“当随时代”则更好。
像有人所刻“猪肉炖粉条”这样俗不可耐的印文实不可取。
其实，好的印文有时也能促使作者艺术灵感的显现及审美意象的瞬间生成。
因为，作者在生活中总是细于观察、敏于感受、善于体验、勤于思考，随时随地、有意无意地把生活
积累放入自己的意识仓库。
好的印文可以调动这些审美认识活动的潜创作，从而灵感突发，使目标立即在心中凝结成一种强大的
动力，这便是创作的心理内部动机。
创作构思就是根据已选定的印文作认真的思考，利用自己以往学习与创作的经验，从形式、篆法、章
法布局以及刀法和制作等方面找出最适当的表现方式，最后设计出印稿。
艺术表达则是依据设计印稿在刻制过程中的再创造，而不是依样画葫芦。
这三个阶段是连贯性的，需要一气呵成。
其中，灵感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创作体验，只有在长期艺术实践中进行艰辛的积累，才可能有喷薄而出
的思想源泉。
 面对不同的印文，都要根据其内容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字数的多少和印面形状，选择不同的字体，做
一番设计。
为了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有时需要对印稿勾勒几次，甚至几十次。
据说吴昌硕每作一印，事先必静坐默想，反复构思，对于如何分朱布白、虚实相配，一一了然于胸，
然后执笔起稿。
起稿后还要再三推敲，有时数易其稿，直到完全惬意后才复印到石上去。
又如赵古泥，一印人手，必先篆样别纸，务求精美，少有未安，辄置案头反复布置，不惜积时累日，
数易楮叶，必使安详豫逸而后奏刀。
有些篆刻家不起笔墨印稿，而用刀直接在印材上刻就其脑海中的印稿，这并不等于笔墨的消失，只不
过简化一道程序而已。
在镌刻的过程中，始终要体味笔墨精神。
据篆刻家陈金彪总结：一方印，不管笔意如何丰神流动，不管章法安排得如何疏密得当，还是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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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和印材的不断撞击来完成。
刀刃的厚薄、锐钝、冲刀切刀的选择，运刀的刚柔、轻重、徐疾、深浅、转折、曲直等显露出来的形
态，往往与笔墨所体现的虚实疏密等形式，有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观照关系。
用刀角推冲运行，刻出的线条扎实挺拔；用刀刃披削运走，刻出的线条流畅秀逸；用刀侧紧贴线条徐
徐推进，刻出的线条凝重苍古；刀口锋颖衔接含蓄，刻出的线条浑厚持重。
刀口厚重，线条丰腴；刀势外露，则方拓雄劲；刀势内蕴，则朴拙肃穆。
总之，刀石是篆刻创作的主体媒介，笔墨是篆刻家的基本功，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表现出较高的艺术
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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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里乾坤:篆刻学习与鉴赏》既可作为有一定基础的书法爱好者进一步探求书道的津梁，也可作为系
统了解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教科书，同样可适用于旅游休闲的欣赏读物。
相信透过本丛书这扇独特的漏窗，读者一定能欣赏到中国书法篆刻别样的景致，进而越来越喜爱中国
书法篆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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