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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印举》

内容概要

《袖珍印馆：王福庵印举》，本书内容:王福庵（1880～1960）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福庵。浙江
杭州人。篆刻承家学，是民国印坛具有代表性的篆刻家，亦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精篆刻，书法工
篆隶。著有《说文部属检异》卷、《麋砚斋作篆通假》十卷；自刻印有《罗刹江民印稿》八卷、《麋
砚斋印存》二十卷。本印谱精选王福庵各时期精品印作百余方，并撰写前言、整理年表，合而结集，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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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印举》

编辑推荐

　　王福庵（1880～1960）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福庵。浙江杭州人。篆刻承家学，是民国印坛
具有代表性的篆刻家，亦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精篆刻，书法工篆隶。着有《说文部属检异》卷、
《麋砚斋作篆通假》十卷；自刻印有《罗刹江民印稿》八卷、《麋砚斋印存》二十卷。本印谱精选王
福庵各时期精品印作百余方，并撰写前言、整理年表，合而结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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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印举》

精彩短评

1、书印刷精美，应该是正版无疑。
2、一直都想买王福庵的印谱，这次终于找到了。印刷和纸质都不错
3、可观！赏 。
4、很喜欢，值得仔细欣赏、品味。
5、还行，就是印拓的太少
6、不愧是一代大家，值得欣赏学习。
7、大师遗迹！临摹篆刻的好帮手。
8、印制还不错，但是装帧糟糕，本可以搞的精致些
9、印刷也是不给力，漫漶，不清晰
10、非常好~~！！
11、小开本，软精装，纸张板式佳，印章印刷清晰，图书精致。2012一版一印，无印数。
12、小本的，好携带。
13、书的质量很好，搞篆刻很有价值
14、全是私印！没有价值
15、特价购买，物超所值
16、多年不见印的这么好的了
17、做活动买来看一下，感觉还可以。
18、我能说这很坑爹吗？？？书封皮和内容颠倒了。。。。。。。。。。。。。。让我说什么好呢！
这是不负责任吗？？？
19、大师就是大师，向王师致敬
20、对王福庵有了更深的了解，向前辈大师们学习了
21、手册，携带方便。
22、印刷质量好,搞活动时购买的很划算
23、与以往不一样，其实际也是不错。
24、王福庵的印风特喜欢
25、学习篆刻的好资料，超爱王福庵的作品！
26、向篆刻爱好者推荐
27、这一系列的印谱，确实新颖，没有出版的占多数，虽然私章较多，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但是我认
为，如果给朋友篆刻的话，姓名印章恰好可以借鉴。祝篆刻爱好者学有所成。
28、不错的书，但包装太软。
29、其印初宗浙派，後又益以皖派之长，复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整饬之中，兼具苍老浑厚
之致；偶拟明人印格，亦时有会心。尤精於细朱文多字印，同道罕与匹敌者。於近代印人中，允称翘
楚。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会
分天下三。』并注云：『王福庵，名褆，杭州人。印法端谨，尤精熟六体，叩之随笔举示，不假思索
。与吴昌硕、赵叔孺 
同时各名一家。』词人姚景之曾有《百字令》一首题其印稿：『穷年□□，守高曾，直欲嬴刘凌越。
心事千秋惟我在，此席伊谁能夺?凿白利朱，周规折矩，脱手锋铓发。勒铭才调，镜涯催老华发。 堪
叹力尽雕龙，一编矜重，抵摇签琼牒。料得斯文天未丧，真宰潜通臣颉。兵象同论，硅符合契，异代
渊源接。清风据几，冲襟长葆贞洁。』盖道其绝艺也。
30、学习篆刻的人来说，这是好的临摹范本。是学习和研究篆书最基础的工具书。作为印学社团杭州
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先生治印，既上窥秦汉，下法浙宗，又融各流派之为己用。
31、通过这书对孙伯绳很感兴趣
32、这次配书稍微有些慢，前后一周
33、还好，不过选印不是很精
34、蛮好，不错的书
35、总体上不错 还可以，还好！
36、这套印谱价格不贵印刷也不错，值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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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印举》

37、这个系列的书共五本，此其一。可以说选本精、制版精、印刷精，装钉精，是近期所见最好的印
谱。就是价格贵了点，要快下决心，收的速度快点，不然第一印就没了。
38、很喜欢福庵先生的风格。印刷业很好、、、
39、该书的印刷质量不错，是学习的好资料！
40、很喜欢，寄过来的 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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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印举》

章节试读

1、《王福庵印举》的笔记-第999页

        1880年7月17日-1960年3月12日）
七十后自号持默老人
小篆结体典雅朴茂，用笔遒劲馨逸，其所篆《说文部目》向为行家肯定，是习秦篆的津梁。他擅以小
篆笔法书大篆书体，节涩不滑，刚柔相济，错落有致，别有风韵。其隶书取自汉碑，参以篆笔，故蚕
头蓄敛，燕尾不露，外观苍古，内蕴隽秀。他的印学成就与贡献，前贤早有定评：“精熟西泠旧八家
，却从秦汉返清华。”（柳北野句）“端容振铎江湖下，砥柱中流一大家。”（沈茹菘句）“印继八
家传一脉，书工二篆卓千秋。”（姚羲民句）“并时吴（昌硕）赵（叔孺）能相下，鼎足曾分天下三
。”（沈禹钟句）
王福庵十分勤奋，矻矻以求。盛年时闻鸡起舞，每日五时起床或挥毫或奏刀。俟上午弟子们来请益时
，他已将新作悬于壁上或案头，与众门生品评。1925年他不幸手触电扇开关触电卧榻两年。愈后，每
伏案即感头晕目眩。之后，每刻印必仰卧于藤榻，左手握石，小手指上悬一小镜，双手擎空操作，边
刻边用小镜照示。其时胸间遍布石屑，全不暇顾。因印面向下，刀锋取势颇费工夫。先生嗜烟，无论
作书刻印，唇间必含一烟斗，因专心忘情，烟之熄灭与否不计，人称“刀不离手，烟不离口”。他说
此举惬意，且有助文思。
曾篆“不须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现在”自勉，显示云舒云卷中的淡定。“面壁思幽古，挑灯总乐今
”乎？先生秉其父之风，崇尙闲云野鹤自由生活。其父王同伯当年曾授刑部闽、赣主事，无意仕途，
后辞官归隐，考证校勘金石碑版，并以教书为乐，先后操持杭州书院、紫阳书院。1928年王福庵随国
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复官南京铸局技正”，但他已倦仕游生活，自刻“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
，1930年冬，辞官携眷赴沪寓四明村，以鬻印为生，自食其力，“不使孽泉”。曾取香山句“秋月春
风等闲度”入印，边款跋曰：“余股官白下，非我之志，年复一年，若被束缚，真如浔阳儿女，老大
徒伤，因作此印以志恨。”农夫土中刨食，石佣石中求生，他与农夫无二。自言谓“青鞋布袜从此始
”。上海沦陷时，汪精卫派人邀王福庵去南京汪逆伪政府任职。王严词拒绝，并刻“山鸡自爱其羽”
一印以表心迹，曾轰动一时。此后，自耕自足，自娱自乐。不看天颜，不观人色，全身心投身于艺事
。遂印艺日臻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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