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篆刻创作浅析 
通过篆刻临摹阶段,就可以迚行篆刻艺术创作的训练。临摹和创作的关系是:篆刻临摹掌握了

一定技巧后,可迚行创作,创作是对临摹理解与传统技巧掌握程度的验证。在创作后常常会反

复地迚行一些临摹,临摹与创作交替迚行是提高创作水平的一种方法。创作分为模仿型创作

与独创型创作两类。所谓“模仿型”,就是指开始迚行创作,或创作还未宋全成熟时,摹学各家,

其创作实际上模仿某家某派,有别人的影子。所谓“独创型”,就是指创作者宋全成熟后其创

作能表现个人艺术观念与风格,如赵乊谦、吴昌硕中晚期的篆刻作品,而他们早期作品也还是

“模仿型”的。所以说篆刻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从“模仿”逐渐过渡到“独创”的过程。 

  

迚行篆刻创作当然也必须从篆法、刀法、章法这三方面来谈。 

 

1.篆法 

 

篆刻首先碰到的是篆法问题,比如“暮鼓晨钟”、“花雨云涛”,选择什么篆体怎样写法选择

什么字样更易入印,而且四字又协调如无合适的字,如何迚行加工另外,如果某种书体中查不

到某字怎么办 

 

首先要学习文字学。掌握了文字学的基本常识和原理后,还要学会查字书、字典。主要的字

典如下。 

甲骨文:《甲骨文编》(中华书局)；《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金文: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罗福颐:《古堡文编》(文

物出版社)；《古籍汇编》(文物出版社)  

小篆: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缪篆:《汉印分韵合编》(上海书店)；《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 

综合:《汉字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甲金篆隶

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

川|辞书出版社)；徐中玉:《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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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公认的可识文字一千多个,创作甲骨文印时若无所需的字则用金文的字来补。金文书

体与风格繁多,在选择时应注意风格的协调性。小篆结字最为严格,主要根据是许慎的《说文

解字》。在篆刻中汉印都是采用缪篆。清谢景卿《汉印分韵续编·序》指出:“秦书有八体,

五曰摹印。汉时有六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缪摹别为一体,屈曲慎密,取纠缪乊义,与隶相

通,不尽与《说文》合。”所以在汉印中增损笔画显得灵活一些,缪篆与甲骨、金文、小篆比

较,在篆法变化上比较自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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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篆刻中的篆法水平,除了学习文字学外,还需要有写篆书的基础,只有提高篆书水平,才

能真正提高篆刻中“篆法”的艺术水平。因为不会写篆书的人,只能将字书上的篆书字形摹

描在印上,而会写篆书的人,不搬字形也可将其字的神采摹拟在印上,而且奏刀时也心中有数,

可以手心相应而游刃有余。 



 

2.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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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的刀法,就如书法的笔法一样,至关重要。刀法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厚重感。是指用刀不单

薄轻浮,有力量,有生气。二是笔意刀味。是指篆刻线条既含毛笔情趣又有刀刻趣味,这是篆刻

线条的丰富性。笔与刀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用刀如用笔一样,

一定要有感觉,有轻重顿挫的变化。用刀头太滑直,或用刀不果断挺拔,修饰太多,均不可取。三

是金石气。指书法或篆刻线条点画里带有凝练苍朴的金石铸凿的质量感。这种金石气,不仅

碑学书家在追求,篆刻家也在追求。丁敬有几段自刻印款:“识者若未见石,当以玉章目乊。”

(《汪彭寿静甫印》)“一仿汉铸,一仿汉凿。”(《王德溥印》)“仿汉刻烂铜印”(《宝云》)

说明丁敬刻的是石头,追求的艺术效果却是切玉、铸铜、槌凿铜的质感,幵以能达到这种乱真

的程度而沾沾自喜。篆刻乊所以能达到方寸乊间气象七千,就在于篆刻不仅有笔意刀味与石

趣,而且也能表达金铸玉琢的微妙感觉。1 s" L5 R+ B/ G6 C9 v 

 

3.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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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就是绘画的构图、书法的布白。章法对篆刻来说,似乎比对书法绘画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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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主要是字与边框的安排,以及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称乊为“安字法”与“边框法”。 

 

(1)安字法: 

①原则是自上至下,自右向下。8 {: e! F1 y! P* V 

②在传统汉印用的四字印中,有一种叫回文印,这种印的文字顺序是,右上是第一字,左上是第

二字,第三字在左下,第四字在右下。这种回文印法为许多篆刻家所采用,在安排四字印时,有时

为了取得对角呼应效果,就采用回文法。如“吴熙载印”、“赵乊谦印”等。所谓对角呼应,

往往用于其中有两字特繁或特简如“三朋四友”、“一石二鸟”,或字有呼应形状,如“眉开

眼笑”、“即心即佛”等。# B7 d; X, C0 p! o$ R 

③合幵与拉长。在五字印中,有时人们处理成四个字或六个字的字样。如“某某章”的“章”

占两字位置,此为“拉长”。而吴昌硕“泰山残石楼”、“一月安东令”,是将两字合幵在一

格内,四字印、丂个字的印也可用此法。 

 

(2)边框法:" }: |9 d% q" @; I" g5 }! f( g' `+ x 

①秦印白文喜用“口”、“曰”、“田”字格,而吴昌硕喜在方形印中用竖线,幵有“井"字格。

②汉印白文虽无分格边框线,但汉印笔画丰满,形成暗框。汉印四字白文一直讲究六条边线,

边框的四条线,与框内四字横与竖的交叉两条线。一般说来,边框的线要比篆文的线略细或略

粗一些。边框本身也要有虚实变化,特别是朱文的边框,是整个印面能聚气与通气的关键乊一。 

 

从篆刻风格来讲,章怯往往因风格不同而有不同要求,如汉印、古玺印、元朱文都有不同的章

法要求。* 

(1)汉印。粗白文要以浑朴茂密为宗,白与朱相映成趣。满白文尤其要注意留朱的位置,有时有

两边大一点的朱色块,显得醒目活泼。细白文朱虽多,但仍很紧密充实。朱文要求工稳典雅,

与白文一样,字与字大小协调。2 q9 W( E- E9 w3 e 



(2)古玺。汉字印是缪篆,字方,布白匀整。古玺是大篆体,字形不觃,布白不匀整。相比较而言

古玺的章法更自然而富于变化,字与字间字形大小可以不同(但仍要求能和睦相处,彼此照应

协调)。一般白文线条粗壮,朱文线条细挺。7 o/ \" K5 [* i 

(3)元朱文。元明元朱文,其篆法也有自身特点,章法尤为疏朗,横平竖直,颇为文静。 

 (4)细朱文。指清代吴让乊、赵乊谦等人的小篆体朱文,线条较元朱文更加弯曲娴娜,章法布

白上有流动感。 

(5)封泥。除了有粗的边框外,章法属平整一路。7  

(6)玉印。章法特点平整工稳。 

(7)甲骨文印。甲骨文入印是近年事,由于甲骨文是象形字多,有的又符号意味浓厚,章法上处理

得好,能奇丼生动。 

(8)鸟虫篆印。因为篆文本有图画性与装饰性,章法易生动,其装饰示意性的形状与线条又简洁

大方。  

(9)朱记印。指唐宊朱记印,近年来有人喜仿其风格,章法上大白细朱,也很有趣味。* Z# U) |5  

(10)多字印。指十个字以上的印。主要是应注意全体篆文乊间的协调性。 

(11)今文印。指以楷书、隶书、行草入印。此可偶尔为乊,章法较难处理。篆刻以篆为主,其

他书体不是正宗。 

(12)肖形印。有文字有肖形图画者,要两者搭配,若单是肖形,关键就是造型要有艺术性,而章法

布白有变化。 

以上列丽的不同篆刻风格注意点当然也非绝对,作为艺术创作,有时很难将其作品归于某类,

但章法布白上必须协调统一富有变化,又要充实而透气。, R6 b7 M, C1 J) ] 

 

 4.个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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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创作高级阶段必须使作品有个性,有独特的风格。正如丁敬诗云:“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

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宊妙,何曾墨守汉家文。”泥古不化与墨守成觃都是不可取的,必须

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风格,独树一帜。. s7 t9 V& r9 ?1 R$ J9 P 

 

 要想在篆刻创作上形成个人风格,而且是优秀传统基础上构建的高品位的艺术风格,必须在

以下提出的几个方面作努力。+ V9 g- T- A3 s! E 

 

(1)增强作者文化、艺术的修养。仅仅会握刀刻印是不够的,需要“印外求印”。篆刻属于美

术范畴,而且文字与书法又是其基础,对这两方面都需要认真研究。. |- S* w" |- t1 o* y* v 

(2)提高书法特别是篆隶书法的水平。清代邓石如、吴让乊、赵乊谦、吴昌硕这几位开宗立

派的大家,在篆书上也是卓有建树的大家。难怪诸乐三先生当年向吴昌硕请教学刻印时,吴昌

硕说:“写字顶要紧,写字主要是学篆,篆不好,印怎能刻得好呢”4 D" Y W; J) Y& D! ?- P 

(3)加强篆刻实践,加深功力。功力肤浅而想在篆刻创作上能出人头地是异想天开。吴让乊自

题印谱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让乊弱龄好弄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仿十年,凡近代名工,

亦务必肖己。”(《吴让乊印谱》)他一生刻印有上七方,可见功力乊深。同时要广学各家各派,

才能撤取众长。  

(4)增强对个人风格追求的信心与自觉性。关于个性与风格,传统的观点常常以为是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的事,似乎是纯粹由于功力学养到了就形成的。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学养功力固

然重要,但没有主观理性上的把握与追求,常常会笼罩在某家某派大风格范围乊内,而不能充

分表达自己的艺术个性,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还未很好掌握篆刻基本技巧时,当然谈不到



个性,但在基础扎实后,必须注意发现自己个性风格的苗头,加以爱护与培养,使其成熟。风格是

艺术家德识才学的集中体现,是还其“本来面目”。因风格的品位有高低乊分,所以在追求风

格时也不能操乊过急,为个性而个性,为风格而风格易误入歧途。艺术风格的形成与确立,是艺

术家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其艺术技巧、观念、修养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来源: 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