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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
篆刻

□陈云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
喜欢印章石，顺带着以
为我也会篆刻，以至于
常有人要我刻章，我只
能一次次给朋友们道
歉：不好意思我不会，真
不会！实际上，要说完
全不会，好像也不是，毕
竟，若干年前我曾自学
过两年篆刻。

那年我在厂工会工作。一
次我在报纸上看到，北方有所函
授艺术学院正招收篆刻专业学
员。只要交费，即可邮寄教材，
以自学为主，学员每月将篆刻习
作寄给学院，有专业老师点评打
分，并回答学员提问。只要按照
要求提交作业，达到一定水准，
即可结业。我看学费还在我承
受范围之内，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参加了函授学习。

对于篆刻，之前我了解很
少，只知道印章上所刻的字体是
篆书，而篆书的装饰性很强，线
条圆转流畅，繁而有序，多而不
乱，“篆尚婉而通”，优美好看，是
篆书的好看吸引了我。

古人说：“不识篆而刻印，犹
如不识字而作文章，其文章之不
通，可想而知矣！”学习篆刻，首
先得认字，还要准备一些必要的
工具。

我去新华书店淘了半天，只
挑选了一书一贴：刘江的《篆刻
艺术》、常用字对照字帖。同一
个汉字，有楷、行、隶、草、篆书五
种不同字体对照，可以很方便查
到某一个字的篆书写法。

办公室同事谢老师得知我
参加篆刻函授学习，兴致勃勃地
介绍起篆刻的基本常识。原来
他学过篆刻，他还热情地建议我
去县新华书店买印石，很便宜，
篆刻刀则可以自己做。

我按图索骥买到了四五个
不同大小的印石，接着去机修车
间砂轮机旁的垃圾堆里，捡来几
条断钢锯，其中一端用砂轮机打
磨成宽为5毫米左右的刀锋，再
拿一根竹筷对半拗断，分夹于钢
锯刻刀两侧，用细绳绑紧，便于
手指握住发力。

万事开头难。如何将创
作好的篆字，以反背字的样
子复印（写）到石头上，这是
个大问题。虽然教材中有几
种复写的方法，但我总是把
握不好。

一次去厂资料室借图
纸，资料室老师正好从一个
容器中把一卷用氨水熏好的
图纸取出来，里面夹着半透明
的硫酸纸。我灵机一动，这种
工业制图用的半透明纸能不
能用到复印（写）反背字上？
当即向资料室老师要了几张
边角料，下班后马上试验，没
想到效果还不错：先在硫酸纸
上写好要刻的篆字，笔画尽量
浓一点，然后贴到印石底面，
用笔的尾端压磨写有篆字的
硫酸纸，不一会儿篆字就复制
到印石上去了。

实际上，反背字的复印
（写）方法还有不少，之后我
看见有用香蕉水、洗甲水的，
当然最厉害的是直接用毛笔
写到印石底面，因其正面字
与反背字的转换早已了然于
心，在篆刻时候，笔画的粗
细、转折的角度能够做到随
心所欲、游刃有余。

写好反背字，接下去就
要动刀了，心中未免有点忐
忑，却又跃跃欲试。

左手握紧印石，右手大
拇指、食指与中指三指握刀，
无名指顶住印石一侧，牢牢
控制住刻刀位移的分寸，以
免冲刀刻向左边时，伤到手
指。当刀锋接触印石一刹那

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爽通
过指尖传来，太有趣了！

刚开始实操阶段，手的
腕力和指力较小，自制的刻
刀还能对付。一段时间后，
随着指力的慢慢增大，钢锯
条显得脆弱不堪，在石与刀
的角力过程中，刀口两端的
尖角要么被石头磨钝，要么
被石头崩断。一段时间后，
还是买了一把专用的篆刻
刀，感觉十分趁手。

按照教材要求，从临刻
秦汉印开始学篆。这可是古
往今来学习篆刻惯有的规
矩。明清篆刻大家吴让之曾
自述“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
章。早五岁乃见汉人作，悉
心摹仿十年”。清末民初著
名的书法家、篆刻家、画家和
诗人，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
长吴昌硕评价吴让之：“于
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
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
迈，质而不滞。”可见其对秦
汉印学习的重视，并且认为
学习篆刻应从秦汉印中汲取
养分。

秦汉印谱种有二字印、
三字印、多字印，以及各种朱
白文。这里“朱”和“白”指的
都是颜色，“朱文”是指钤印
出来的是朱红色的文字，“白
文”指的是印蜕所见是白色
文字。（“钤印”就是盖章，而
盖出来的章“纹理尽合，似蝉
虫脱蜕”即称其为“印蜕”。）

将将摸到篆刻的“门边”，为
了多点实践的机会，我开始向同
事推销自己：

我：张师傅，我给你篆刻一方
名字章要吗？

张师傅：什么叫篆刻？字是
不是像打结一样？

我：咦？噢对！就是这种字，
您的名字可能还要多打两个结。

张师傅：不要不要，看到解不
开的结就心烦。

篆书的笔画较多，有些字看
上去真像结结相缠、环环相扣，张
师傅的想象力不要太丰富，差点
让我笑喷。

大概厂工会领导得知有不少
员工工余时正在练习书法篆刻，
恰逢其时请宁波市著名书法家、
篆刻家周律之先生，来厂阅览室
做一次书法篆刻指导讲座。活动
间隙，我拿出一方自认为临刻得
还不错的“寸心知己”章，请周先
生点评。他看了一眼，问我用什
么刀刻的，那时我还在用钢锯条
制成的刻刀，就实说了。周先生
笑笑，对我的章没多少点评，只强
调一点，具体的话我早忘了，但大
概意思没忘，即下刀要果断，无论
是冲刀还是切刀，一刀见效，刻好
后尽量少作修改，更不要刨来刨
去。当时我听后感觉似懂非懂，
多年后才慢慢懂得，只有独刀落，
印章中篆字的线条才能坚挺有
力，无论朱白文，都是一个理。

函授学院办有一张内部小
报，刊发一些学习动态和学员作
品。我精选了颜真卿《劝学诗》中
的“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
书迟”两句，还有一句取自陶渊明
《劝酒·其五》中的“心远地自偏”，
刻成三方大章，前一方朱文，后两
方白文。结果一方“白首方悔读
书迟”幸运地被小报采用，收到报
纸的那一刻，开心了好一阵子。

但凡兴趣爱好，仅凭一腔热
情，没有确定的目标，之后的结果
大多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我学
篆刻的热情，只持续了两年就慢
慢消退了。

人啊，有时真想不明白：当初
条件那么差，我刻得津津有味；如
今条件这么好，要刀有白钢刀、钨
钢刀、纳米刀，要石有青田石、寿
山石、大松石，却再也提不起兴
致，无法静下心来，聆听自己手下
的金石撞击之声。

在学习篆刻这事上，我是一
个反面教材。但说实话，学篆刻
的过程真的蛮有趣，就拿识别篆书
来说吧，平时游山玩水时见到的亭
台楼阁上名人题写的字，很大一部
分使用的是篆体，通过学篆刻认得
了不少篆字，看懂牌匾、柱子上篆
字的意思，还是蛮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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