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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的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形

成了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方寸之内气象

万千，鸟虫篆印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历

代鸟虫篆印或富丽精工，或清新灵秀，或光

怪陆离，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

出地置于小小的印面中，在篆刻这样一门

汉文字的艺术形式中表现出鲜明的美术趣

味。本报兹刊登鸟虫篆印领域理论实践兼

长的徐谷甫、蒋瑾琦、张铭三位先生的研究

文字，结合他们自己的创作来认识鸟虫印

篆刻的迷人风采。除了大写意篆刻、大篆

古玺印、边款，鸟虫印篆刻也是当代印坛攀

越古人的一张名片。

“鸟虫篆”的历史源远流长。“鸟虫篆”

原来统称“虫书”，最早著录的是东汉许慎

的《说文解字》，“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

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随着时代的

变迁，词义的内涵上有些变化，从篆刻的角

度来说，称为“鸟虫篆”笔者觉得更为合

适。约定俗成吧，现在线上线下，全称之为

“鸟虫篆”了。

早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期间，在一些青

铜兵器、乐器、酒器的铭文以及“玺印”（印

章）上的文字，往往使用“鸟虫篆”。这是当

时在篆书结构基础上的一种图案化的花体

字（也可称之为图案化的美术字），在汉字

形体和书法艺术史是一次可喜的创新。这

无疑与春秋以后，铜器铭文与书法性质，逐

步转为文饰作用的整个大变革有关。郭沫

若先生在《周代彝铭进化》一文中说过：“东

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

铭文多韵语⋯⋯，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

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

为艺术品之习当自此也。”

“鸟虫篆”多盛行于春秋战国的吴、越、

楚、蔡、宋等地，设计书写的主导思想是为

了装饰！这是毫无疑问的。（宋是商的后

代，商以玄鸟为族名，《商颂》便有“天命玄

鸟，降而生商”的话，宋用“鸟虫篆”可以证

明与氏族的图腾有关。）

“鸟虫篆”顾名思义，是以鸟与虫组成

的篆字，鸟能理解，虫指什么呢？在上古时

代，“虫”的含义一度扩大到很宽的程度，它

不但可以把“鸟”统摄在内，而且还可以包

括所有的动物，竟连人也可以称之为“倮

虫”！鸟称羽虫，龟称介虫，鱼、龙称鳞虫，

虎称大虫。

“鸟虫篆”的玺印与器物留存不多，玺

印不会超过300方，那么要创作一方“鸟虫

篆”印章，“鸟虫篆文字”从哪儿找？“鸟虫

篆”第一位研究者是谁？

“鸟虫篆”最早的研究者是：中山大学

古文字教授容庚（1894-1982），他于 1964
年著成《鸟虫考》。

“鸟虫篆”书法篆刻最早的践行者是：

著名篆刻家方介堪（1901-1987）。他曾为

著名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先生刻制数十方

鸟虫篆印章，其中一方“潇湘画楼”朱文鸟

虫篆牙章在2011年时以90万元拍出。

“鸟虫篆”为什么能使著名的画家、藏

家以及日本的篆刻家如此“醉迷”呢？不外

乎两点：一、漂亮！“婉转奇丽，茂密有致”；

二、难以模仿！特殊性！

“鸟虫篆”书法、篆刻的第二代传人是

韩天衡（1940 年出生）。韩氏是方介堪弟

子，他曾为应野平、陆俨少两位画家刻过数

百方印章。其中“鸟虫篆”印章也不少。在

APEC 会议上，受命为与会各国首脑刻制

印章21方，其中不少鸟虫篆印章。

“鸟虫篆”书法、篆刻的第三代传人是

徐谷甫（1949 年出生），徐是韩天衡弟子。

早在1991年编著《鸟虫篆大鉴》，再版了十

次，印数达二万余册。于2008年编著出版

了《鸟虫篆全书》，第一版印数 3000 册，售

罄。西泠印社出版社将于 2022 年下半年

再版增补本，有益于印林。徐谷甫现为“鸟

虫篆”非遗传承人。

陈苍兴为《鸟虫篆全书》作序中说：“小

小印章，一跃变成大大国礼（指 APEC 印

章），有史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展露风采。”本

来只有在文人雅士小阁书斋之间生息的印

章，现在冲出亚洲，跨入欧美，跻身宫廷、国

府之宝座，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印章的伟

大，这是何等荣耀的大事件啊！

对于二千多年前诞生的“鸟虫篆”的认

识与欣赏是有一个过程的。明代大篆刻家

朱简初见何震以鸟虫篆中的一类殳篆文制

作的“登之小雅”印章时，居然看不上眼，定

其为“谬印”而加以完全的否定。可是“鸟

虫篆”文字作为精意美化过的篆字，富丽俏

美，千姿百态，它是篆字的升华、巧思的结

晶！比缪篆文字显得神奇诡奥且更具情趣

和魅力，它终于被越来越多的印人、文人所

注意，所激赏！湖州玺印博物馆曾专门在

全国举办过一次关于“鸟虫篆”篆刻的比

赛，可见“鸟虫篆”的深入人心！

如何制作一方“鸟虫篆”印章？这是广

大篆刻爱好者所关心的问题！与篆刻艺术

一样：只有“临摹”二字，它是入门登堂的不

二法门！

传世的“鸟虫篆”有繁缛与简约之分。

最为繁缛的要数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鸟虫

书铜壶，简直把鸟虫篆文字做成了装饰图

案，动感甚强、屈曲盘绕，极尽华丽之态又

雍容大方，可见西汉初期匠人驾驭鸟虫文

字的娴熟功夫和高超技能！繁缛而不落入

“俗巢”，难能可贵！

以笔者管见，作鸟虫篆印，首先要熟稔

秦汉鸟虫篆印的每一招，每一式，细细咀

嚼，铭记心中，灵活运用。其次以篆字为基

本框架，在笔画之中随势设计鸟虫形体，千

万不要“硬装榫头”，强行搭配！要出神入

化，看似漫不经心，随意大方，实质上是绞

尽脑汁！增损笔画、挪移部位、屈曲盘绕、

刻意经营，唯有这样才能出好作品。当然

印家如擅丹青，创作鸟虫篆印章会更便利

一些，因为鸟虫鱼的结构动态会更生动准

确一些。要记住“随势设计”四个字中的

“势”字最为重要！有了“势”才会有“灵”。

“功夫在诗外”，多读书，多行路，加强自身

文学修养也很重要，它会潜移默化地，天长

地久地襄助你不落“俗巢”！

“鸟虫篆”也有简约的。只要简得“高

洁”，也是印中神品。汉印中就有范例，如

“申遂”，“日利”，使人一目了然又赏心悦

目，有“删繁就简三秋树”之感。方介堪先

生的“张步”，韩天衡先生的“气象自成”，这

些就是“简约”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实“简

约”看似容易，实属不易！八大山人所作墨

梅，老杆新枝，寥寥数笔，笔墨沉雄，着花一

二，简也！多一朵，赘也！一简一繁，孰为

高低？不可比拟，同属神品！

我爱“鸟虫篆”，“鸟虫篆”伴随我一个

甲子！最近我的《鸟虫篆刻说文部首》业已

杀青，出版后对印坛能贡献一份光与热是

我所愿！

鸟虫篆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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