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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谢家最小偏怜女”，在中国艺术的大家庭里，篆刻是一个小品种。
虽小，但是不简单。
她不但涵盖了三千年的中国文字衍变历史，而且在方寸的块面上，凝聚了绘画、书法、雕刻等诸多美
术因素。
而在近些年的现代艺术观念的演变过程中，古老的篆刻也没有在秦砖汉瓦的宫殿里孤芳自赏，她毫不
犹豫地融人了时代艺术的潮流，并且表现得丝毫不比她的姐妹艺术——国画和书法逊色。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简单，这种深刻和丰富，使普通读者的理解显得困难，令篆刻的广泛性相对不
及。
因此，恰如其分的阐述和解说就成为必要。
      《中国篆刻创作解读》就是这种阐述和解说的一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篆刻创作解读》出自三位有成就的篆刻创作家之手，而不是出自专业的理论
家或著述者。
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此书或者没有全面的理论框架和新颖的学术观点，但却是三位熟谙创作者对篆
刻最直接、最深入、最鲜活、最个人的创作体验。
这些体验来自三位创作家数十J年的实践，可能片面，可能偏激，可能难以摆脱个人审美观念的影响，
但它真实，作者认为好就说好，认为不好也直说不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在的理论作者很难避免
的实用主义——为维护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滥用印例、混淆优劣。
它是作品本位的，而不是观念先行的。
它看起来是很主观的，但实际上是相当客观的。
      这是三位作者的“存在”所决定的该书的“意识”。
这种意识决定了该书的格调——实用。
当然，就写作风格来说，三位作者还是各有千秋的。
      赵明负责他比较熟悉的古玺、先秦印，包括印陶和封泥。
写得精微而深刻。
比如他解读“李朝”印，谓此印“朝”字左高右低的倾斜，“最值得关注的是惟一未作倾斜的一条横
直线，就是‘朝’字左下‘十’部的横线。
此横线为‘朝’字在倾斜中保持平衡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创作家才具备的法眼，没有深入、持久的实践，我想是看不出什么区别来的。
又如他解读“大车之玺”时说：“准确、真实、客观的钤印标准却不一定和艺术审美标准相吻合”；
解渎“会其（爫壬）玺”时说：“因意外，人生才有_r不一般的经历；因模糊，艺术才有了沧桑感”
；解读“榆平发弩”印时，作者列举了“正方”和“反方”对同一印、同一处都可以言之成理然而相
背的看法这些解读，无疑有着美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但作者并不以我们常见的美学和哲学的面孔
示人。
没有那种高头讲章，倒反可以引人作亲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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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名为《中国篆刻创作解读·汉印卷》。
既是“创作解读”，它就不同于系统的篆刻教材，又有别于单纯的技法分析，而是要兼顾作品的产生
背影、创作状态与心理、对后世的影响、作品的人文色彩⋯⋯技法分析当然也是核心内容之一，且包
含了个例分析与规律性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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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惟美不惜命      “右贤王印”（图①）为十六国官印，藏于故宫博物院。
这方印也属于量与势平衡的作品，“贤”密而小，“王”大而疏，反差明显，虎虎有生气。
但这方印的精彩之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印”字。
      我们把这枚印蜕的“印”字剪去如图②状，就会看到左右的反差、疏密的反差、线条的反差是多么
强烈，简直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全印的安危系于“印”字一身。
“印”字临危不乱，上半部疏朗呼应“王”字，下半部密集呼应“贤”字，上半部曲笔又与“右”字
形成斜角呼应，线条有粗有细成为全印的过渡，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这实在是汉印字法处理的经典一例，堪为千古楷模！
      它的精彩除了技法之外，还在于它为我们留下了一处痕迹，让我们得以想见当时这方印创作的曲折
甚至是印工的命运。
      这就是“印”字“爪”部中的那个残点。
      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第l卷129页所收录的此印的印面照片观察，这方印属传世品。
印面“王”字部多处碰伤，但残点均较浅，在印蜕上基本显示不出来。
而“印”字这一点却与笔画等深，明显为当时刻凿而成，这是汉印中绝无仅有的现象，令人顿生疑惑
。
但当我们把它与前面的技法分析联系起来时，便涣然冰释了。
印工原来把“印”字“爪”部三斜笔中最右一笔刻在这里，一凿之下又觉不妥，预料到了这样处理对
“王”的呼应不足，于是改弦易辙，在右边另起一笔，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这真是生动的一幕！
      但是印工这样做却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要知道这可是王侯级的用印，搞不好是要砍头的，我们不禁为印工的命运担心起来。
然而这方印能流传下来又让我们松了口气，秦汉印中独一无二的“右贤王”毕竟是一位贤明之主，他
或许冲冲大怒，命人把印工绑来，质问为何印有瑕疵，印工据实以陈，讲了一番“印章审美”。
“右贤王”闻之有理，遂转怒为喜，赐金放还。
故事以喜剧告终。
若他一怒之下砍了印工脑袋，又怎么会让这一方有“瑕疵”之印流传至今？
      一个残点引发我们无尽的遐想，但一切早已尘封于历史的长河无从知晓。
如果真如我们推断的那样，印工惟美竟不惜命，那么这种创作态度也堪称千古楷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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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喜欢漫无目的地翻看古铜印谱，尤其喜欢看汉私印部分。
官印大而庄重，其处理也有一定的限制。
相比之下，私印则处理活泼、变化丰富，加之数量又多，每一次翻看都会有新的发现。
我常常感叹汉印浩如烟海，而我像是走在海边的沙滩上，寻觅着自己感兴趣的“小贝壳”。
这本书中的许多素材就是在这样的印海拾贝中得来的。
      这本书名为《中国篆刻创作解读?汉印卷》。
既是“创作解读”，它就不同于系统的篆刻教材，又有别于单纯的技法分析，而是要兼顾作品的产生
背影、创作状态与心理、对后世的影响、作品的人文色彩技法分析当然也是核心内容之一，且包含了
个例分析与规律性的总结。
      对数以万计的汉印乃至后世的汉印式创作进行解读，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远非一本书可以讲完，因
此本书在内容上做了一些取舍。
除了中间一大部分对汉印的解读，在前面加入了对汉印演化及其技法体系基础的分析，后面则较系统
地阐述了汉印在后世的继承与发展。
前后两部分的内容相对自成系统，而中间的部分内容较分散。
由于书的篇幅有限，前后两部分又要求相对完整，所以中间的汉印解读部分有许多重要内容比如线条
、封泥、肖形印等等基本来不及讲述，已讲到的部分也比较粗疏，在本套书规划选题时划归本卷的隋
至元押部分更没有涉及。
在体例上，本套书要求以单篇形式出之，不要转页。
但一些较长的内容很难在千字以内讲完，所以本书在这类文章中采用了一些折中的办法，如分上、下
篇或写成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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