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学篆刻者如何选择刻印器具及工具书 

对于篆刻初学者学刻印时如何选择器具﹑材料和工具，许多工具书和参考书都有详细讲述。

我这篇拙文不想空洞得说教，或原文照抄，修改。这里只想谈谈我的一些经验，给初学者

一点参考。 

一：刻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选择刻刀是学习篆刻的第一件大事。我建议初学者选择成都

倚天斋工贸有限公司生产的永字牌硬质合金刻刀，此刀材质很高，刀锋角度设计很科学，

质量相当好，是中国篆刻界用刀的第一品牌。永字刻刀我用了十几年确实都没有缺口，就

如广告所讲：“永不磨损”。时间长了，刻刀如果钝了，可以在特细的油石上将刀口轻轻

走几下，（非专业人氏切不可用水或油真用力磨刀，否则磨坏锋口就无法修补了）。选择

时可买 8 厘米，5 厘米，3 厘米各一把。 

对于书上说的用吴昌硕刻刀，不是不可以，主要是此刀用不到几天就要磨，初学者象邓散

木所讲，磨成那样角度﹑锋芒，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就是做到也不一定比永字刻刀

刻印效果好。 

二：印泥 

印泥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印章钤拓的效果，初学者不能买超市和文具店的普通印泥。好的印

泥是颜色鲜艳，历久不变色，“冬寒绝凝冻之患，夏暑无透油之病”，印文遮盖率高。中

国产好印泥的主要有漳州的八宝印泥，浙江西泠印社的西泠印泥，上海西泠印社的潜泉印

泥，朱砂坊的手捣印泥和苏州姜思序堂的古塔印泥。 

我推荐的是信价比高的上海西泠印社的光明印泥和镜面印泥，光明印泥色泽沉稳，厚重。

镜面印泥色泽平和，遮盖率好。价廉物美我认为可以买苏州的八宝印泥，此印泥比较干燥，

艾绒不沾印石，颜色有点发黄，连钤多次字口依然清晰。最适合无经验的初学者钤拓。 

三：印石 

印石有青田石，寿山石，巴林石，昌化石等等。高档冻石根据喜好各有千秋，就一般练习

石受刀效果而言，我认为还是选择浙江青田石青白色为佳，而且购买也很方便，价格也很

便宜。而低档的寿山石性脆，石质较粗，受刀时易崩裂。 

四：连史纸 

连史纸一叫连四纸，北方叫南粉连，质薄，光滑，纤维短，钤印和拓边款不失神，是学篆

刻的爱好者所必须。可是连史纸现基本上在中国很少有的卖。有次我在北京琉璃厂转了几

圈才发现一个书画用品店发现有连史纸，我买了一刀。后来我为了找寻连史纸曾多次打电

话到安徽泾县几个宣纸大厂，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生产。他们向我推荐一种叫扎花的宣纸，

也较薄，光滑欠之，用后，没有连史纸好。后来我终于在上海西泠印社邮购买到，它是盒



子装的，价钱稍微贵一点，但基本能接受。除正式作品和拓边款外，其余我都选择一些较

薄的宣纸，钤印，也很实惠。 

五：杂项 

要买小毛笔打印稿，买棕老虎，拷贝纸，油烟墨（可选曹素功）拓边款，还有角规，粗﹑

细二种砂纸，毛刷，镜子，自制拓包等等。 

六：印谱和参考资料 

印谱名目繁多，许多印谱多次翻刻，基本上已经失神，开一大串长单爱好者购买也不一定

买全和买到好的版本。举个例子，我的一朋友请我给他买一本《上海単物馆藏印选》，此

版本印刷极好，而且都是原拓，不失真，我买时只有 18 元，可现在不再版，到旧书网一查

要 180 元，太贵了，初学者无法承受。而一些印谱，如我买的许多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明清流

派印谱，由于反复再版，加之印刷厂的原因，许多印谱印的模糊不清，严重失真。篆刻讲

究的就是“方寸之地，气象万千”，失神﹑失真的印谱那根本就不能看，不能学。 

我推荐初学者可买重庆出版社出版，黄敦主编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此书 16 开，铜版

纸印刷，精包装，1999 年版。得到过国家图书最高奖，目前中国篆刻印谱无出其右。从古

玺到封泥到流派印共 21 卷，基本上历朝历代的印谱都全了，而且不贵，现在也可以在当当

网和卓越网买到。 

刻印参考资料太多，中华书局的《说文解字》一定要买，上海书店的《汉印分韵合编》，

《缪篆分韵》也要买，有条件的还要买《甲骨文篇》﹑《金文篇》﹑《古玺文篇》。对于

初学者可偷一下懒，买一本吉林文史出版社日本中西庚南编的《篆刻字典》，里面中国明

清流派印收录的较多，再买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倪文东主编的《中国篆刻字典》上下本，

里面有小篆，缪篆，汉印，甲骨文，金文，封泥，镜铭文字和古陶文等等，资料较全，查

找起来很省事。 

这些物品，书籍在网上和报纸刊物的广告上都很容易找到，邮购也很方便安全，我都亲自

操作过。就是希望爱好者在学习篆刻的初始阶段走得轻松简单些，更容易迚入篆刻的殿堂，

少走些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