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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一闻, 又名刘沪声。 斋号别部斋、得涧楼。1949年生于上海，山东日照人。别署别部斋、得涧生。
幼受庭训，书法、篆刻得艺坛前辈苏白、方去疾、方介堪、商承祚等教诲。八十年代初崭露头角，并
逐渐建立起典雅清逸的独特艺术风格。1987年在沪成功举办“刘一闻书画篆刻展览”。
历任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第二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全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首届国际
篆刻艺术交流展暨理论研讨会、全国第三、四届篆刻艺术展评审委员。
出版著作有《刘一闻印稿》、《别部斋朱迹》、《中国印章鉴赏》、《历代中国书法精选——楷书》
、《恽寿平画集》、《印章》、《刘一闻作品》、《刘一闻楹联书法》、《中国篆刻》、《一闻艺话
》等十部 。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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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华文明宝库-中国篆刻》的笔记-第104页

        有关篆刻文字的工具书        中国的篆刻艺术之所以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入印文字的形体美在起作用。由于千百年来的演变和发展,中国文字的书体复杂多变,具有丰富的艺术
性。从体式来看,分为真、草、隶、篆;从艺术来看,各种体式又有不同的书写风格。正因为中国文字具
有这些特点,才使得篆刻这门以文字书写形式为表现内容的传统艺术,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

        入印文字的采用,一般以大篆、小篆和汉篆(即缪篆)为主。宋元之后,用字范围渐有拓宽,隶书、楷书,
甚至行楷等，有时也被引人印章。即以篆书入印而言,流派印章兴起之后，所取范围也日趋广泛。诸如
甲骨、兵器、石鼓、诏版、泉布、瓦当等实物上的文字,无一不在篆刻创作的文字取资之内。特别是明
清之际,流派作家中的几位巨将,能成功地以自己独具风貌的篆书入印,使篆刻入印文字的借取空前广博,
而这也正是形成印章各家各派的基因之一。

        以真、草、隶、篆中的一种——篆书来说,就有好多门类。秦以前的统称大篆;秦统一后的文字,称小
篆(即秦篆、斯篆);汉代则出现了一种专用于摹印的书体称缪篆。属大篆范畴的,有金文、石鼓文、籀
文;秦篆类的包括诏版、权量书体;汉篆则还有汉砖、碑额书体。而且在篆书中,一个字往往出现多种写
法,有的甚至多达百余种。但是不论篆书有多少类别和多少写法,归根结底却“万变不离其宗”。所谓
“宗”,就是篆书的基本法则(即六书造汉篆字法)。其实,各种书体只是各个时代社会通用文字的习惯写
法而已。因此如果不了解文字的起源、特征以及篆书的基本原理和法则(通常称篆法,与篆刻三要素中
的篆法是两个概念),要想步入篆刻艺术的殿堂,获得美的享受,确是有困难的。

        有关篆刻文字的工具书很多,品类也较杂。现仅择其中一些容易找寻的简要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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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工具书,不仅是历代治印取字的渊薮,同时也是今人欣赏或临摹古印的入门“钥匙”。这些
书籍的编纂和流行，又是古老的印学与小学密不可分的一个证明。

        作为工具书，除了以上述及的字书外，能直观显示篆刻艺术的渊源流变、艺术风貌的便是各类印
谱。

        印谱是专门汇录历代印章作品的书籍,它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供人们欣赏、研究或收藏;一是为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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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临摹、借鉴的蓝本。因此,各种印谱历来受到艺术爱好者的普遍珍爱。印谱有原拓本和印刷本之
分,其中原拓本尤为宝贵。一般认为宋代的《宣和印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印谱,可惜早已失佚。自明
代隆庆起,辑录印谱之风渐起,期间最出名的数上海顾汝修所辑《集古印谱》。该谱共收录1800余方古
印,当时只拓了廿部。这本印谱在我国的印学史,特别是印谱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继顾氏之后,好
古者、收藏者以及印学家们纷纷效法,收集古印钤拓成谱之风盛行。其中以杨元祥所辑《杨氏集古印谱
》、范大澈所辑《范氏集古印谱》和郭宗昌所辑《松谈阁印史》等,最有影响。

       但应该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加之旧时印刷技术的相对落后,这些辑成的古印谱还不可能大量印刷发
行。所以当时的印谱都系人工手拓,一本印谱至多也不过钤拓数十册。随着社会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印
刷技术也日见发达。如今辑录印谱、出版印谱已不是一件难事。尽管如此,要选择一本辑录作品真正上
乘、印刷水平精良并毫不失真的印谱,又并不容易。近年来,印刷出版的方去疾选编的《上海博物馆藏
印选》和罗福颐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以出版较早、收辑量大和印刷质优而著称。《上博
印选》收录了战国至清初各个历史时期的官私玺印400余方,并且在战国至晋代的所有印拓下,附有复制
的泥封墨拓,使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古代印章白文和朱文印按压在泥封上的特殊面貌。这种编制形式,是
其他印谱所未曾有过的创举。印谱内还附有封泥拓片,及古印中较具代表性的印钮图片。《上博印选》
收录系统,印例代表性强，印刷精致,是临摹和鉴赏的上佳范本。《故宫印选》则是从故宫博物院所藏
古玺印中精选而成的一本印谱,共收录春秋战国至元明官私印600余方,并在每方印拓下附有印钮图片,形
成了该谱的一大特色。这种“一印一钮”的形式,不但具有更为形象的实观效果,而且还为鉴赏者提供
了研究和考证的便利条件。

        近几年来不断面世的可称上乘的集古印谱,还有《十钟山房印举选》、《十六金符斋印存》、《澂
秋馆印存》、《双虞壶斋印存》、《伏庐藏印》、《玺印集林》、《古玺印汇编》和介绍封泥的《封
泥汇编》等。除此之外,以明清流派作家为内容的,有《西泠八家印谱》、《吴让之印谱》、《赵之谦
印谱》、《吴昌硕印谱》、《黄牧甫印存》等;近现代篆刻家的个人专集,有《齐白石印谱》、《安持
精舍印聚》、《来楚生印集》和《方介堪印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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