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1年7月20日

余习印数年，于古玺、封泥、秦汉印
上最下功夫。余喜古印之朴实无华与
天真烂漫。每每赏析佳作，常有意犹未
尽之感。

“篆从印入，印从篆出”，此为印学
之不二法门。余每日坚持临习篆书，喜
欢在饱满圆润、富有流动美感的线条中
找到快感。然治印则要去其线条流美

而刻画成具有金石韵味的模样，这个过
程值得许久玩味。

字法随章法的变化而变化，反之，
章法的体现也是要字法的组合而形成
的。余喜欢在大开大合的章法里驰骋，
在点线面结合的构架中寻求饱满厚重
与空灵的对立，达到相对的和谐之美。

余做印求不激不厉，于摹古印之貌
中见刀性；腕下力求从容、冲切并用，使
线条生涩中有润味，求得自然之妙
境。余通古参今，汲取营养，将其相互
掺糅，终得今日之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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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上海市篆刻
艺术展征稿启事

1976年12月生。作品获上
海市第五届篆隶展优秀奖、首届

“新上海人”书法展三等奖、上海
第六届市民书法展优秀奖、上海
第七届市民展三等奖、上海青年
篆刻展优秀奖、上海市第二届篆
刻艺术展提名奖、松江区首届篆
隶展优秀奖、松江百姓名星书法
篆刻展优秀提名奖等。入展上海
市首届篆刻艺术展，上海市第九、
十、十一届书法篆刻大展等。

现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
员、松江区书法家协会会员。

● 王兆钢 ◀
安
且
佳
富
贵
昌

1987年生。湖北汉川人，现
居上海。

作品入展湖北省二届青年
书法篆刻展、上海市首届篆刻艺
术展、湖北省第二届篆刻艺术
展、上海市首届青年篆刻展、当
代篆刻名家·新锐联袂邀请展、
上海市第二届篆刻艺术展、上海
市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大展。现
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 冯映波

篆刻是一门古老、小众的艺术，说
它小众是因为从业者少，懂的人少，在
外人眼里就是“刻戳”的，是小技，壮夫
不为，从业者常说方寸之间，气象万
千！从艺术的角度上来看，其难不容忽
视，天地太小，限制又太大，它不仅要求
创作者具备较深的书画艺术功底，还需
了解文字学、金石学、印史学、文学艺术
等方面的知识，上手会刻不难，要刻出
水平、刻出高度，则并非易事！

从临摹古印入手是学习篆刻的不
二法门。几乎所有的篆刻家都是从临
摹开始的，临摹应该是分阶段、循序渐
进的，绝非简单的模仿和造型复制，而
是一个艺术再现“印章原型”的过程。
临习者的审美眼光、解读侧重、技法表
现的差异，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临
摹的目的是学以致用，通过临习古印来
掌握其规律，为我所用，进而进入创作
的自由世界。

我学印之初，也临摹过一批汉印，

主要以汉官印为主，汉印整体气息端庄
而平和，不激不厉，遒劲中含蕴藉，刚健
中见醇厚，于凝重、淳古的风貌中展现一
种博大恢宏的气格。当然汉印的这些特
征是近年来才体会到。刚开始临刻这些
是万万不能体会的，这两年比较喜欢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印风，相比较汉初官印
端庄、严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法度
渐弛，束缚减少，此间印风多了几分自由
和纵放，印面活泼生动，极具生命力！对
于这一时期的印作，我更多的是以“读”
为主，偶尔也会挑几方令自己心动的临
一临，临刻的时候也不会斤斤计较每一
处细节，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临
摹时加以发挥，可能也不成熟，只是想表
现出当时的理解跟状态。

随着学习的深入，以前的一些看法
跟理解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
变，我想只要学习不停止，改变就一直
会存在。孔夫子说“学然后知不足”真
的太对了，近期的这些“创作”，严格来
说只能算是拟作，模拟痕迹较重，我想
这也是学习过程中必经之路，至于后面
会怎么刻，也没有明确的计划，跟着感
觉走吧！

临 创 手 记

1987年2月生。祖籍江苏
邳州，现居上海金山。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书法
与篆刻方向）硕士研究生。曾参
加中国书法出版传媒第二届（宁
波）篆书与篆刻课题班、中国书
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上海临
摹与创作研修班、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第三届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现为金山区书法家协会篆
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冯等平

近年来，我比较关注两汉官印中
的凿印以及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将军印，也临摹了很多。

将军印的率性、朴拙、稚趣、随机
应变、不拘一格，打破了那种均衡、平
匀、呆板的风格。章法的疏密安排、
空间的红白对比、线条的正斜、凿刻
的痕迹，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我
试图用刻刀来寻找、来表现将军印的
气息和味道。

这次我选取的这一批印中的白
文印正是取法于将军印，例如：“云中
谁寄锦书来”“金山太守章”“夕阳依
岸尽”“汉王能奋武”“海上将军章”

“威加海内兮”等。
对于朱文印，我尝试运用白文将

军印的章法，并借鉴秦汉时期的封泥
效果。我刻出来的朱文线条似乎并
不光洁，有残损、有粗细变化，也追求

一些金石气。例如：“安而后能虑”
“此中有真意”“秋风吹不尽”“寿如金
石佳且好兮”“故园泉石好”等。

边款是印面的引申，也是刻印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刻过隶书款、楷
书款、篆书款等。这批印章边款，我
主要运用楷书款、汉金文款两种。

我在用刀上，有单有双、有冲有
切。如遇易崩裂的石头，线条的残损
就多一些，遇到绵一点的石头，线条
就光洁一些，力求体现刀法的丰富变
化。印面刚刚刻好时，会有一点火
气，我会适当地做旧、残破，让它看上
去要有一些旧气感。

如何刻出古意？我一直在思考，
也一直在摸索与实践。我觉得要深
入古印，吃透古印，分析古印中文字
的结字特点、线条的特征、分朱布白
的关系，再为我所用。

我希望自己能刻得古气逼人，刻
出自由，刻出一些新意。但前面的路
还很长，或许只有不停地刻，不断地
向古印学习，才能刻出更好的作品。

临 创 手 记

1990年生。山东泰安人，现
居上海。复旦大学考古学硕
士。篆刻师承张炜羽先生。曾
在全国文博系统美术大赛，上海
市篆刻展、篆隶展、机关展、书学
讨论会等，多次获奖及入选。参
与编纂《月朗山高——元代青浦
任仁发家族文物集萃》《上海碑
刻选松江卷》《社会文物法律法
规汇编》等。学术论文散见于

《中国书法》《荣宝斋》《书与画》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等专业杂
志。近年注重上海碑刻整理，以
及近现代海派绘画的研究与鉴
定。现为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
责任鉴定员（书画）、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会员。

● 孙景宇

自打第一天学篆刻起，老师们就
教导我们：“篆刻是一门复古的艺术。”
我的作品经常被批评“缺古意”。那么
到底什么是古意，怎样才叫复古呢？

“复古”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当然
是跟古人刻得一模一样，能造假才
好。为达到此目的，自然得下功夫钻
研古印的方方面面。例如它们的材
质、大小、制造方法，不同时代刀工的
区别、篆法的不同，甚至急就章里走偏
的那刀、烂铜印里锈成疙瘩的笔画怎
样再现。近几年印谱出版相当繁荣，
超高清印面能够满足研究需要。这样

做颇有点“实验考古”的风范，无疑是
考古学的逻辑。但这样做带来两个问
题：一是陷入细节无法自拔，二是难以
进行艺术创作。古印就像指纹，风格
和技法完全相同的极少极少，细微痕
迹的成因各不相同，若悉数用于创作
则杂乱无章。古玺印的配篆、章法都
有一定之规，若循规蹈矩，创作时多几
个字少几个字，甚至出现一个汉印里
未曾见过的字，都会很棘手。试看展
览中的篆刻作品，泥古之作几乎没有，
刻大古玺者绝不会使用战国时期的制
作方法。其实古意的获得，并不能仅
靠技术上的古法，更得凭借风格上的
古意。为达到理想的风格，技法上应
进行变通，或者吸收当下的诠释方
法。这可以理解为艺术的逻辑。张炜

羽老师刻的古玺，其刻制技术，以及配
篆、章法上，与楚国古玺有区别，但风
格上完全是楚国婀娜多姿的神情，令
人想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
裳”的屈夫子。复古不是泥古，古意在
某种意义上讲是新意。

新与旧、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是一
个可以不断讨论的议题。传统（旧）之
有无多少，究竟对艺术的创造创新起
到多大作用，似乎永远是个谜，完全看
时代机遇和个人情况。王铎孜孜矻矻
学《淳化阁帖》，邓石如一天到晚临摹
篆书，才成为一代宗师。但也有相反
情况。傅抱石的传统中国画功底并不
好，所以他才能够没有包袱地创造。
像金北楼、溥雪斋那样得传统三昧的
画家，反而很难前进。

临 创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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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办单位
1、指导单位：上海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松
江区委宣传部

2、主办单位：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松江区文化和
旅游局、松江区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

3、承办单位：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
会、松江区书法家协会、董
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

二、征稿对象
年满 18周岁（2003年

8月31日前出生），有上海
市户籍或持有上海市居住
证的篆刻作者均可投稿。
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上
海市身份证或上海市居住
证复印件粘贴于登记表指
定处）。

三、征稿作品要求
1. 内容要求：篆刻作

品的印文内容要求健康向
上。请从指定内容一、指定
内容二中各选取一个内容
进行创作。

指定内容一：（1）G60
科创走廊；（2）科创人文生
态；（3）云间墨韵·祖帖故
里；（4）华亭鹤唳；（5）观古
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6）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7）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指定内容二：（1）江南
曲圣；（2）太康之英；（3）玉
出昆冈；（4）积叶成书；（5）
山中宰相；（6）烟云供养；
（7）明诗殿军。

2. 作品要求：篆刻印
蜕6—12枚（含两方指定内
容），边款不少于4枚。投
稿作品一式两份，一份制作
成印屏，请自行设计、题签；
另附印蜕一份，请将印蜕、
边款浮贴于A4纸上，并在
印蜕下注明释文装入信封
内，以便出版编辑用。

3.印屏尺寸为135CM
×33CM，一律竖式（请在背
面右下角用铅笔楷书写上
姓名、联系电话）。

4. 已在专业书法报刊
上发表和入展各类展览的
作品不得再次投稿，一经查
出将取消入展资格。

5. 评审结束后由组委
会通知入展者寄篆刻印章
一方参展（优秀奖作者寄非
指定内容印石），如不寄印
章者视为放弃入展资格。

6. 本次展览不收取评
审费。鉴于人力，落选作品
一般不退，如需退稿，请通
过邮局汇款退稿费50元人
民币（附汇款单复印件粘贴
于登记表指定处），退稿作
品将由主办方从邮局快递
送达，请勿自行前往领取。

汇款地址：上海市静
安区延安西路200号1号楼
1104室上海书协

邮编：200040
收款人：陈佳欣
附言上请写“退稿费”

字样。
四、作品评审
1. 组委会制定评审细

则、评审工作流程和评审纪
律等。

2. 评审：通过初评、复
评与终评，从来稿中选出入
展、获奖作品共 100 件左
右。展览设优秀奖 10名，
奖励人民币 5000元（优秀
奖作者的一方参展非指定
内容印章由主办方收藏）。
以上奖金均为税前。获奖
及入展名单在上海书协微
信平台、上海书协官网和上
海书协通讯上公布。

3. 评审结束后及时公
布评审结果，对部分入展作
者抽查面试。

4. 非上海书协会员作
品入展，具备加入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会员的条件1次。

5. 出版《第三届上海市
篆刻艺术展作品集》，获奖、
入展作者每人赠送一册。

五、征稿日期
自本启事公布之日

起，至 2021年 8月 30日截
稿（以当地邮戳为准）。

六、收稿地址
请将投稿作品与登记

表同时挂号邮寄或快递至：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200 号 1 号楼 1104 室上海
书协，邮编：200040，电话：
52353720，联 系 人 ：陈 佳
欣。请在信封上注明“篆刻
展”字样。

七、其他事宜（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