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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中国共产党万岁

陆晨辉

篆刻

测核酸图形印最近几年的篆刻创作，基本以工稳印为

主。这里面最大的原因肯定还是自己的喜

好，当然也不否认其中参杂着部分的市场因

素。和很多从事篆刻的朋友一样，习印之初，

我也是从秦汉印入手，再到明清流派印，再到

近代诸家。都说字如其人，此理于篆刻也一

样，“印”也如其人。一个人的印风，往往也能

体现出作者的性情，乃至于其精神面貌也能

窥探一二。我性喜静，最终还是选择了规整

一路的印风作为我近些年的探索方向。

奥密克戎病毒的突然袭击，把我早该

结束的寒假生活拉得老长。除了日常的核

酸检测，基本上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油腻男。正如此，我方能厚颜地以创作的

由头，心安理得地宅家做些喜欢做的事情。

近来读谱，又重燃了我对秦汉印以及图形

印的兴致。时临时创，有留有磨，似有寸进。

创作这方“核酸检测”印，纯属无心插柳。或因

身处全民防疫的时代洪流而能感同身受、或因

对大白们的艰辛付出而心存深深的感激与敬

佩、或兼而有之，总之无缘由地想尝试刻一方

能够体现当下生活状态的作品。这方图形印

不求形似，不求写实，更不求刀法之精微，大部

分细节都只是笼统概括，意在求古。好在印花

钤出，自视不恶，于是发圈等赞。

“测核酸”图形印创作手记
■陆晨辉

袁道厚抗疫篆刻一组

4月21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美

术学院、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书学之路——第四届中国高等书法教育论

坛”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论坛依托“中国高

等书法教育成果系列之篆刻专题展”、“从篆

刻到印学”研讨会，构建书法专业教育实践

和创作展示交流的平台，展现近年来书法专

业学科建设和教育成果。稍早，3月28日，

“吴昌硕奖”第六届浙江省篆刻大展评审工

作在宁波举行，本次大展由中共宁波市委宣

传部、宁波市文联及浙江省书法家协会联合

主办。“吴昌硕奖”得主将可以享受浙江省人

民政府出台的人才奖励政策待遇。

历史上浙江就是中国的篆刻大省、强

省。元代印学奠基人吾丘衍、赵孟頫均出

生浙江，影响印坛 150 余年的清代浙派篆

刻代表人物“西泠八家”清一色杭州人。中

国第一个民间印学团体西泠印社也是在杭

州西子湖畔诞生，篆刻精英荟萃，享誉海内

外，承续光大了吴昌硕为首领的海派篆刻、

王福厂为旗手的新浙派篆刻的辉煌，“涛声

听浙江，印学话西泠”。西泠印社又是在

1949年之后不多的恢复学术交流活动的重

要篆刻组织，在全国印坛登高望远，一呼百

应，管领风骚。浙江美院（中国美院前身）

率先在上世纪 60 年代创设书法篆刻专业，

专门培养书法篆刻人才，学院教育崭露头

角。浓厚的印学氛围下，浙江还涌现了一

些学者型或被画名掩盖的篆刻家，如马一

浮、黄宾虹、潘天寿、朱孔阳、周轻鼎、任铭

善、周昌谷等。1976 年之后从南到北逐渐

在全国兴起的书法篆刻热，杭州仍然属于

打头阵的先锋队伍，《杭州篆刻》、《西泠艺

丛》先后崛起。前几年《中国篆刻》落地杭

州，锦上添花。嘉兴桐乡创办中国首份《篆

刻报》，西泠印社跟进编辑《西泠艺报》，桐

乡君匋艺术院的捐赠建立使得桐乡拥有了

篆刻之乡、篆刻聚焦的光荣与优越感，加之

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余任天、方介堪、

邹梦禅、谭建丞、叶一苇、陈左夫、王京簠、

吕迈、李伏雨、周节之、毕民望以及众多韩

登安弟子们的推波助澜，相当长一段时间

浙江篆刻都是昆仑出世，独占鳌头，除了上

海、江苏可以联袂抗衡，晤谈一室。包括印

石文化研究传播，浙江犹然“弄潮儿向涛头

立”，政府主导的青田石文化节的华丽亮

相，极具前瞻性。中国最早一枚有确切考

证的宋代官员叶腊石私印在绍兴新昌出

土。如果明代王冕（浙江诸暨人）、文彭不

发现“处州灯光冻”（今丽水青田石），文人

流派篆刻能否存在或许要打个问号。

比中国书协还早一年成立的浙江省书

协一开始就把书法篆刻的实践与理论同步

抓紧推进，尤其是篆刻一直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一直红火没有衰败过，当浙

江书法在全国的成绩被江苏等省份追赶的

时候，浙江篆刻“居安思危”，请进来，走出

去，海纳百川，百川归海，不断自我升华。无

论在最权威的全国书法篆刻展抑或最权威

的全国篆刻展（单项）上，浙江篆刻长期稳坐

第一把交椅没被动摇过，西泠印社社员浙江

亦人数最夥。浙江印坛由于有浙江书协、中

国美院、西泠印社三位一体的坚强篆刻熔炉

的锤炼，视野开阔，实验多元，年轻梯队建设

欣欣向荣，地缘印学文化优势明显，成为理

所当然的篆刻印学朝圣地，引发印坛轰动的

印学篆刻新思潮、新方法多半从这里向外界

输送，如上世纪 90 年代轰动全国的新概念

篆刻展、细朱文篆刻展，进入新世纪的“孤山

印证”等等。刘江、朱关田、林剑丹、余正、张

耕源、祝遂之、陈振濂、来一石、汪永江、吴

莹、桑建华、蔡毅、戴家妙、鲁大东等老中青

三代影响力人物，或在篆刻理论、或在篆刻

创作两极方面为浙江篆刻赢得了经久不息

的骄傲，浙江女篆刻家数量、质量更是他省

难以超越的一堵高墙。西泠印社出版社、中

国美院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系列

印学篆刻出版物的出版作为业内品牌，也为

浙江篆刻繁荣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浙江

篆刻市场的壮大全国罕有其匹，类似印泥的

印文化衍生产品赏心悦目。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浙派

篆刻鼻祖丁敬的这首著名论印诗正是今天

浙江印坛的真实写照。

浙江篆刻回顾与展望
■本报记者 蔡树农

蔡履平篆刻材质极为丰富，凡石印、玉

印、象牙印、骨角印、木印乃至竹根印、瓜蒂

果核印等品种繁多。尤以制陶瓷印最为专

工也深有心得，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教授生前

题诗赞曰：“玲珑正是吾所爱，奏刀虚处见神

生”，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衡先生为其“杭州

陶瓷印艺术馆”题额。蔡履平篆刻风格多取

萧山乡贤——篆刻大家来楚生一路，因使用

工具及材质不同，颇有另一种风味。

蔡履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搞过专

门的陶瓷印展览，“西泠五老”林乾良先生也

有极高评价。他坚持每天刻印，多刻历代诗

文名句、佛身造像，以各色釉型制印钮，龟

蛇、狮虎线条灵动起伏，神形兼备；印体所绘

博古、山水，则浑厚古拙，豪放精严。据云其

早年师从中国美院著名雕塑家周轻鼎先

生。2005年，其陶瓷印钮被列为杭州市首届

25项重点保护技艺之一；2008年，蔡履平被

杭州市政府授予“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称

号；2011年被认定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陶瓷印技艺传承人。并出版有《蔡履平瓷

印》《蔡履平木印》《蔡履平瓷印菜根谭》等。

蔡履平瓷印摭谈
■李仲芳

蔡履平

瓷印

本报讯 孟明 上海疫情，牵动人心。4月

15日晚，合肥市中国书法大厦首批近百万元

援沪抗疫物资，运抵上海红十字会青浦区备

灾抗灾中心发放。4月伊始，中国书法大厦在

集团领导、安徽书法院院长李士杰统筹安排

下，着手联络了解上海抗疫所需，积极提供力

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为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战而贡献力量。

按照上海红十字会要求，中国书法大厦

从山东省菏泽市医疗器材产品厂家，精准采

购总价值人民币近百万元抗疫专用物资。

4月15日上午8时，满载抗疫物资的大

型运输车辆，车头披挂“中国书法大厦援沪

物资专用车”，车两边悬挂着“中国书法大

厦与您共同抗疫守沪”等红色横幅，从集结

地出发，于 15 日晚抵达上海青浦区，全部

物资如数交付上海红十字会青浦区备灾抗

灾中心，将尽快送至物资投放点用于抗疫。

中国书法大厦援沪抗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