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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碟 西泠印社社员曾杲

《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是他结合自身创

作实践，以历史实物、历史典籍为纲；以

当时的历史、技术及生产力发展为纬，重

新梳理的印章史。较之前人的诸多论

述，提出了很多可以证实的新观点，勘正

了许多谬误。这也是目前学界第一本对

纵贯的印章史系统讲述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曾杲对汉印的“铸、刻”

之辩进行了阐释，明确了汉印主流是凿

刻。同时提出了汉印中的“公、私”问题，

对“私印”的体系进行了解读。也结合史

籍，对中国古代印章的使用方式提出了

合理见解，并还原了唐代的“蟠条印”的

制造方式，也系统梳理了边款产生的路

径和历史演变。阐明了中国古代金属印

章是如何在宋元之际泛化，并逐渐成为

书画家钤盖于作品之上的标记，对篆刻

史也有了明确历史定位。其后，曾杲还

结合清代流派印章，说明了通行的文人

篆刻风格的产生源头及历史上金属印章

对于文人篆刻创作的影响。对于篆刻

家、篆刻爱好者及历史研究者来说，这本

书都有较大作用，可以为案头参考及丰

富知识的阅读之用。

《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由四川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古代金属印章史》出版

6 月 7 日，高考第一天，浙江省书协

借绍兴嵊州“卫夫人墓二期竣工典礼与

祭拜仪式”之际，从兰亭到金庭，召开浙

江书法发展战略研讨会，鲜明亮晒浙江

书法笔阵图路径规划。浙江省文联副主

席、浙江书协主席赵雁君，浙江省书协副

主席兼秘书长何涤非，浙江省书协副主

席胡小罕、王波、蔡毅以及部分地市（县）

书协主席、省书协副秘书长出席会议。

赵雁君作长篇重要讲话，胡小罕、王波、

蔡毅各自侧重发言，陈建明、邹建利、蓝

兴龙、李生祥代表地方书协坦陈看法。

何涤非主持、总结会议。

弹指四十年。浙江书协早于中国

书协一年成立，成立之初就占据全国“老

大”地位，沙孟海担任第一届主席，郭仲

选、朱关田、鲍贤伦、赵雁君接棒传灯，赓

续荣耀。虽然“国展”的成绩升升降降，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但第一阵营的坚

强实力难以撼动，并且一直在下一盘创

作、理论、组织同步布局的大棋，开放、多

元、包容、团结、服务。除了技巧之外，知

识、能力和素养是一个称得上书法家的

必备要求，这在浙江有目共睹。浙江书

协率先设立理论专业委员会、篆刻专业

委员会、刻字专业委员会，浙江省书协管

辖的浙江省女书法家协会亦全国首家，

学院民间形形色色的书法思潮苗头几乎

都可在浙江找到线索，绍兴兰亭与杭州

西泠分别被册封为书法圣地、篆刻圣

地。其中，历史渊源的积淀不可复制，书

法环境造就了一代代书法人勇立潮头，

“我是梦中传彩笔”，“手把红旗旗不

湿”。而在四十多年的浙江书法复兴征

程上，浙江书协力拔山兮，功不唐捐，书

写了一页页“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华美篇

章，海内外景仰。所以，赵雁君（倾听意

见后）指出——

浙江书协 40 年的工作进程要与当

下的工作现状相映照，提升优化协会工

作模式，以系统的观点进行整体性布局，

充分梳理分析浙江书协 40 年来的工作

框架，全面优化构建“‘二为’服务、人才

培养、精品创作、组织建设”的新时代浙

江书法笔阵图。构建新时代浙江书法新

发展格局，需全面认识当代书法发展大

势，回望浙江省书协40年来的工作路径

与成效得失，找准优势和短板，创设“‘二

为’服务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精品创作

机制、组织建设机制”等工作机制，以系

统的方法进行协同性推进。加强整体和

局部的有机统统一，加强省、市、县（市、

区）书协三级联动与专委会互动的工作

机制，增强协同推进、联动执行能力，突

出有效性。在系统实施过程中，要建立

联动、动态、综合的工作体系，要建立重

点项目工作专班、重要活动清单管理等

制度，落实责任主体，凝聚调动发挥全省

书法工作的积极性、能动性，大力弘扬

“唯美惟先、善作善成”的团队文化、争先

创优的工作精神，率先突破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聚焦重点，落实牵动性、创

新性、突破性的工作抓手，做到抓纲带

目，纲举目张，以点上突破牵引面上跃

升，谋求系统性、整体性、均衡性、突破性

发展，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

时代浙江书法笔阵图。

胡小罕阐述：浙江省书协成立四十

年来，对全省书法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

作用，在这个格局下成长起来的书家对

此都感同身受。“四十而不惑”。在这个

历史当口，总结过去、做好当下、筹划未

来，有两个要点需要更好地把握。一是

时代贡献，如何在中国书坛树立更好的

浙江书法形象；二是历史贡献，今天辛

辛苦苦的工作与创作，能为中国书法史

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东西。通俗地讲，在

当下全国同行面前要拿得出手；在今后

的书法史上要留得住东西。这两个方

面，浙江书坛上的大前辈、大先生是楷

模，他们有学养、有思想，有代表作、有

事功，他们善于利用自己的识见、名位，

积极变化风气、传扬大道。我们今天对

这个好传统的致敬与赓续要落到实处，

一是在服务大局、服务大众方面要更加

到位，书家自觉做汉字规范书写、审美

书写的模范，努力提升全民书法审美水

平，让世人通过书法更好了解和热爱中

国传统文化。二是为营造好的书风、学

风创造有效机制，努力培育一代能把握

书法历史正脉、视野开阔、持论理性、创

意不凡的书法后劲。三是促进协会组

织与学术平台的“虚实相生”，积聚更多

的优势资源与人才，活跃交流、扩大传

播，把浙江书法的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

优势。

依记者的观察，浙江书协 40 年回

望，有三点开风气之先：

一是重视青年书法人才梯队建设。

浙江书协早在上世纪初便开始主抓青年

书法，浙江 18 青年书法展、浙江 21 青年

篆刻展期间明确提出“青年人自己的事，

青年人自己干，省书协全力支持”，把一

些书法篆刻创作、理论、组织方面的优秀

青年骨干大胆提拔充实到浙江省书协理

事层或者进入省书协各专业委员会，放

养又笼养，老中青三结合，共同塑造七彩

浙江书法大厦。浙江青年书法家群体也

是最早登上中国书法热潮舞台且大有作

为的，浙江书协的高瞻远瞩罕有其匹。

二是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并举。

拥有西泠印社、中国美院、绍兴兰亭三大

书法篆刻品牌的浙江书法得天独厚，浙

江书协成立之初即把三者的优势当作凝

聚浙江书法力量的核心价值来统一协

调。毫无疑问，书法从来不是简单的技

巧，在它长期的实用演变过程中，文化的

滋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书法

不关注理论修养肯定走不远，所以浙江

书协历任领导班子都不约而同对书法理

论情有独钟，“理论先行”，这就是浙江书

法能够持续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是走出去，请进来，视野开阔。浙

江富水，水是文明的揺篮，是流动的风

景，是潜藏的法宝。浙江书法自古以来

便是一部开放史，名家辈出，明清近现代

更是风流独擅。无论在杭州的西泠印

社、中国美院，抑或在绍兴兰亭、桐乡君

匋艺术院的对外书法篆刻交流活动中，

浙江书协领导班子成员或浙江书协所属

的地方书协领导班子成员总会介入，强

势的浙江书协有襟怀、有担当、有谋划、

有角度，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兼顾未来，

里应外合，一步一个脚印，为中国书坛提

供了“兰亭精神”的浙江模式。

浙江书协 40 年大考结束，答卷是

超过 90 高分，新的大考又在路上，再上

层楼，不可松懈。

打造新时代浙江书法笔阵图
■本报记者 蔡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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