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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石斋书法篆刻文论》是作者历年来潜心书法篆刻艺术创作、教学、研究的心得总结，共收入
有关书法篆刻研究的文章约40篇，包括书法篆刻艺术流变研究、名家作品鉴赏、名家生平研究、名家
生平回忆、上海印坛历史研究、创作心得、序跋等内容。
全书文风朴实，眼光独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涵养和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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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文扬，1952年生，上海市人。
别署晨斋、宁城、补云、邓丁、医石山房等。
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
师从吴颐人先生。
作品入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建国六十周年中国篆刻艺术院篆刻艺术精品展，当代篆刻名家邀请
展及中日篆刻交流展等国内外重大展览。
曾获西泠印社国际篆刻书法大展优秀奖，《赵之谦篆刻艺术的刀法研究》一文入选中国书协《当代中
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篆刻作品入编《共和国书法大系·篆刻卷》，有多种印论入选西泠印社国
际印学峰会论文集、中国美术馆“文化传承与形式探索”篆刻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当代篆刻大展”
艺术论坛研讨会文集等。
曾应邀担任《中国美术大辞典》、《西泠百年印举》等典籍的撰稿，辑有《赵叔孺印存》、《简琴斋
印存》、《钱君訇印存》等印学专著三种，又有《篆刻技法经典丛书一一赵之谦》、《古今百家篆刻
名作欣赏》（合作）、《舒文扬书法篆刻选》、《医石斋书法篆刻文论》及《书法教程·隶书》、《
书法教程·行书》多种书法教学用书出版，书法篆刻评论散见于国内专业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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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清篆刻流派至晚清已达辉煌的顶峰，晚清四家之一的吴熙载（1799-1870）在印坛更有承前启后
的独特地位。
此老谢世后的百余年间，流风余韵，历久不衰。
今年正值吴熙载诞生200周年，回顾他的艺术成就以及在近现代的重大影响，对于当代的篆刻创作可以
引出一些积极的思考。
　　清中叶邓石如的刻印，以小篆和碑额文字刻朱白文，拓宽了篆刻的取资范围，以刚健婀娜的风格
崛起于印坛，与当时的浙派成双峰对峙之势。
但邓刻原石流传极少，吴熙载师承包世臣，作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不仅以其丰富的创作量弥补了这
一遗憾，更以其深厚的书法功力将邓派艺术推向极致，诚如吴昌硕所言：“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
秦汉玺印探讨极深，固刀法圆转，无纤蔓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
让翁”。
　　吴熙载以书入印，在印文体势和笔意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书与刻、刀与笔的完美统一，达到了有
笔有墨的理想境界。
线条的粗细方圆，轻重徐疾，粘连断续和书法的提按转折、墨渗飞白的效果完全一致，其碑刻上的卓
越修养又平添了浓厚的金石情趣。
尤其是他的白文，堪称是文何以来一人，邓石如的筚路蓝缕之功，只有到了吴熙载时代才发扬光大。
吴熙载名列晚清四家之首，以其浑朴潇洒，流转婉丽的神貌，在浙派刻印绚烂之至渐趋平淡之时，显
示出蓬勃的生机，一直影响到民国的印坛。
　　吴熙载长赵之谦30岁，让翁以单纯明净取胜，清灵放逸中寓豪气，于不经意处见功力；悲庵则以
奇谲多变，博采众长，新意迭出，见重印林。
两家艺术风貌有相近处，而又各树一帜，他们艺术观点上的差异，最是耐人寻味，从创新意义上看，
两家的成就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吴熙载涉猎于当时全新的取资领域，具备了创作渊源上的广度，加上精能成熟的风格达到的深度
，形成了艺术风格上的宽泛性，这使吴熙载的艺术能较宽容地接纳印人因艺术个性、审美情趣和取资
领域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从而熔铸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这样也奠定了他晚清印坛一代宗师的地
位。
在一个多世纪中，其艺术影响极为深远。
赵之谦在其自用印的边款中称“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在自负
中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黄士陵早年虽然刻过浙派，其后更多是师法吴熙载的；吴昌硕同样也是借径浙派，并兼及徐三庚，他
最推许钱松，但更心仪于吴熙载，每有所得，常以“不能起吾家让翁观之”为憾事。
现代印家中，王福厂、方介堪均推重吴熙载，来楚坐和钱瘦铁戛戛独造，震烁古今，来翁的刻印无疑
是得源于缶庐而旁参白石老人的，但观其稍早的作品则师承让翁的踪迹一目了然；至于钱瘦铁，我尚
未看到他师法让翁的明确记载，但瘦铁那种大气磅礴朴茂恣肆，刀笔合一的境界，实在令人无法回避
他与吴熙载的渊源关系，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应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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