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9日，陈振濂书学馆在宁波正式落成。活动现场，来自宁波相关领域的18位专家学者被聘为陈振濂书学馆专家委员会委员，《师道》——宁波陈

振濂大师工作室·年刊首发仪式举行。同时，以书画鉴藏史为切入点，汇集宁波代表性老中青书法家力作的“百年书画鉴藏·书法篇”展览开幕。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磅内容，“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宣布成立，并举行实验组首批实验作品研讨暨课题论

证会。“‘一带一路’国家在图形符号上具有相同的认知，用中国传统篆刻艺术来展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这在几千年篆刻艺术发展历程上是史无前例

的。”陈振濂表示，在项目前期筹备时，组建了第一批实验组成员，首批完成的实验作品将在世界大背景下为中国印学“迎来新时代”做出图形印创作的

前期贡献。

本期，我们聚焦此次既具有世界印章史的视野，又坚守篆刻本来的传统金石趣味的“实验”。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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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名社之所以能成就百年伟业，一

定会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宗旨即共同目标的

“精神维系”。具体说来，就是创社之初确立

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和后来的“兼及书

画”。又在百年社庆以后，设定了打造“国际

印学研究中心”（大印学）、“重振金石学”、

“诗书画印综合（兼能）”的既根植传统又与

时俱进的新的时代目标。

吴昌硕与“创社四子”共同拟定的“保存

金石、研究印学”，是西泠印社永久的“定海

神针”。它是“根”。对照今天全国文艺界讲

“守正创新”，毫无疑问，它就是必须守的

“正”，是我们认识的前提。

时代在发展，社会经济客观环境与人

文艺术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适应

新时代新要求，百年社庆之后，我们对它进

行了与时俱进的逻辑伸延：一、从早期原有

的“保存金石”伸延出“重振金石学”；二、又

从原有的“研究印学”伸延出沙孟海先生号

召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三、再从后来60
大庆时补立的“兼及书画”宗旨伸延出“诗书

画印综合（兼能）”。创社时代和中兴时代印

社前辈确立的三个宗旨，都被我们以“守正”

的精神而坚决“守”护住并赋予新的含义了。

“一带一路”篆刻创作启动与
“世界印章史”视野

走向新时代的当口，西泠印社在国家

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

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时俱进？在 2012 年之

后尤其是 2015 年之后，西泠印社在学术艺

术关注侧重点上，作出了有方向性意义的重

大“战略调整”。其主要目标是：

首先，以传统印学、篆刻学为基盘，依仗

多年（至少近二十年）以来的积聚，以“守正”

为社务展开的底线和出发点。

其次，迅速扩大视野，构建当代“大印

学”的时代新格局，除以篆刻艺术创作、古典

印学印史印家印作印派研究作为品牌之外，

在以古玺汉印、唐宋元明、晥浙流派、赵之

谦、吴昌硕、黄牧甫的正宗正统风格类型的

基础上，先转向过去曾经不太受关注的“战

国小玺”形式、“封泥”形式、“汉玉印”形式、

“烂铜印将军印”形式、“唐宋官印”形式、“元

押”形式、“圆朱文”形式、“多字印”形式等，

通过西泠印社举办的全国篆刻评展的投稿

规定、现场考试题的途径，进行有意识的专

业提倡，以促使当代篆刻创作的风格技巧多

样化——这是从过去印学界长期形成的固

定审美模式出发，扩大为具有现代艺术意识

的“全印史”式以热点与冷门交替交融、不留

盲点的创作视野大开发。

但不仅限于此，在近年以来，因了国家

倡导“一带一路”的新世界战略布局的启发，

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内地、境外地区国家，

从中国的新疆西藏西域开始，经阿富汗土耳

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埃及再进入欧洲，以

及南亚印度等等，在古代都有印章的遗存。

站在“世界印章史”的史无前例的大视

野上，又逢西泠印社长期遵从沙孟海社长的

“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和饶宗颐社长“东

学西渐”的宏伟构想，又深刻领悟、认同国家

文化建设与交流的大目标，我们开始对当代

印学史“一带一路”的创新创作实践予以了

更系统的细化与构架尝试：以广义上的丝绸

之路“一带一路”印章篆刻主题创作实践，将

沿线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中文国名、本国文字

国名、国花等要素进行排列组合，通过“印

章”形式与成熟的经典式篆刻艺术表现，形

成一个完整的、于篆刻而言也许过去闻所未

闻的崭新的“知识链”和“视觉形式链”。在

赋予它以承载国家层面上的外交含义、商贸

含义、民族交流融合与文化传播含义的同

时，还在艺术上创造出过去篆刻艺术之前所

未有的新图像含义、创造含义与“印文化”拓

展与再造含义。

目前，构想已经成熟，实践尝试正在进

行中。虽然目前还有不少困难，尤其是既要

严格遵守传统金石学、印学的审美目标（守

正的要求），又要置换掉篆刻已有的早已熟

悉成习惯的中国古文字大小篆书的规范，而

去研究古埃及文字、古波斯文字、古印度文

字和今天西域各国通行的各民族文字如阿

拉伯文字中亚西亚北非各国文字，研究如何

使这些异域文字形态妥帖地纳入篆刻印面

而没有“违和感”。一旦成功，更可据此而伸

延向欧美的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文

字。倘若以西泠印社为平台载体，倘若能以

若干年的努力，接近或完成这一目标，则国

家高层所倡导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篆刻艺术这一小众艺

术领域里，就有了切实的可能与实践推动的

可行性。而于我们本来十分熟悉、视为己出

的篆刻艺术创作、印章学与金石文化，也就

有了一个激活新思维、开拓新资源、吸收新

理念、创造新时代新任务新发展目标的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当然，对于业内的篆刻家

而言，也必然面临一个对旧有知识结构的挑

战和实践经验能力的挑战，面临着一个如何

面对“解放思想”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它对今天的篆刻家尤其是“篆刻艺术

家”（而不是刻印工匠）而言，会是一次基于

新时代宏图大业的专业的重新塑型——

“守正”，是对传统篆刻艺术创作的持续深

化；“创新”，则是对“印章”“篆刻”“金石”的

已有领域，从理念上实践上的一次几千年以

来未有之“大拓展”。“守正”，是因为百年西

泠印社已有明确的“首位度”，是享有世界声

望的“天下第一社”。它的存在，必然是“正”

而不可能“误”“邪”。而“创新”，是借助已有

举世无双的雄厚积累，又能以团队的不懈努

力，不断寻求专业学科领域在新时代的新发

展新空间，更能巧妙妥帖地配合国家的大政

方针，而使得作为一个小众而高端、局部的

“篆刻艺术”融入国家发展前行的文化洪流

大潮中去而不缺位，想国家之所想，从而使

篆刻家、印学家、金石家们在坚守专业本位

的前提下，成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真正

的时代艺术家。

以学术治社
基于“创新思维”的“大印学”的提出

西泠印社在这几年里，以“创新思维”为

统领，已经有意识地在知识、学术研究、人才

培养层面上有了很好的积累布局，审时度势，

适时提出了“大印学”的时代新理念。作为它

的构成步骤与有序推进，从2016年至2021年

的五年间，西泠印社有意识地召开了五次大

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如“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

印章”（2016）、“世界图纹与印记”（2018）两次

研讨会，就是直接针对世界印章史这一课题

而发的。100多篇学术论文，构建起了对世界

印章史（包括丝绸之路印章史与“一带一路”

印章史）的基础认知框架。而关于印谱史、金

石传拓史、两宋金石学之相关研究，其中也多

有围绕印章、金石学核心概念下的相应研究

资料与展开。因此，对于印学界本来陌生，而

从未有过的新的认知建构与专业知识储备，

在我们是游刃有余、会心以远的。

百年名社，老树新花，西泠印社本身就

代表了传统金石书画篆刻的精髓。在当下，

它缺的是什么？缺古代经典与传统吗？当

然不是。它缺的，正是创新精神。

今天我们以与时俱进、同频共振的“创

新思维”，推进“大印学”的新理念，植入世界

眼光，拓开印学视野，它正可被视为1904年

创社时石破天惊之举百年之后在精神上的

继承与延续。它表明篆刻艺术这一小众项

目，在国家强盛发展与宏观的文艺思想的映

照下，是同样可以有“家国情怀”的。

拓展 转型 新时代

百年西泠印社的“创新思维”
■陈振濂（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阮解
释文

：纽埃

张伟

释文

：罗马尼亚

陈簠斋藏毛公鼎精拓本 杨鲁安跋

西泠印社藏

陈簠斋藏毛公鼎精拓本 杨鲁安跋

西泠印社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