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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古代的玺印，历史悠久；后来由实用的社会功能，发展为欣赏的篆刻艺术，渊源流长。
这个历史，可以写成为：（一）“印学史”：囊括古代玺印与文人篆刻艺术；（二）“印章史”：专
述历代印章的发展与演变；（三）“篆刻史”：着重叙述古玺印的艺术性与篆刻艺术的产生、发展。
本书就属于后者。
    篆刻艺术的发展，有它本身的规律和外部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篆刻史”不应是篆刻家的罗列，而应是探索其中发展的规律，理出一条历史发展的脉络。
因此，历史上有的篆刻家，创作不多，而且艺术水平不算高，但他却在篆刻发展史上起着作用；相反
，有的篆刻家，创作很多，艺术水平也不错，但他在篆刻发展史上并不起明显的作用。
前者就录其名于史，后者就弃而不录。
因为罗列一切篆刻家于一书，这是“”印人传“”的编写任务。
    篆刻艺术的发展是和印论、印谱、考证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本书尽量加以叙列。
探索篆刻艺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种艰苦的工作，是否概括全面、客观、准确？
一个人的能力，往往难以胜任。
但提供一家之言，一愚之见，可以达到水到渠成的作用。
本于此，我故不辞谫陋，试勉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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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一苇，字航之，号纵如，别署熟溪子、龙马山人，1918年4月13日出生于武义草马湖。
现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西泠印社理事、浙江省电力书法家协会顾问、
浙江省之江诗社顾问、杭州市政协诗社副社长、武义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2002年省政府授予其“有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称号。
2003年武义县人民政府在县图书馆内专辟了“叶一苇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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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古代的玺印　　我们现在考察研究古代的玺印，一般都从战国古玺开始，因为它出土的
数量较多，又经过了专家的考证，比较方便。
因为本书是从篆刻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的，所以侧重于艺术性的考察，至于考证方面就从略了。
　　第一节　战国古玺　　战国时代，列强争霸，各据一方。
各国使用文字不统一。
秦国使用籀文，六国用古文。
玺印中的文字多半与战国铜器上铭文相合，所以专家们都判定为战国古玺，其中也有春秋时代的玺印
，但目前尚难作出细分。
即使在战国七国中，也很难把玺印一一分出它的所属国别，仅有少数玺印已有初步考证，如“石城疆
司冠”（图16）认为是赵国玺；“左邑余子啬夫”（图17）认为是魏国玺；“单佑都庚王鍴”（图18
）认为是燕国玺；“易（阳）邮邑圣遽盟之玺”（图12）认为是齐国玺；“大腐”（图13）认为是楚
国玺；“武队大夫”（图15）认为是韩国玺；“工师之印”（图14）认为是秦国玺，由此略见各国玺
印之风格。
在七国的玺印中，由于文字有大小、长短、伸缩、挪让、方圆和合文，形成了错综参差，而又和谐自
如，所以非常生动、美观，很有美学价值。
　　这时的印章都叫“玺”，写成为“钵”、“徐”、“蜍”，或简写为“尔”。
有官玺，有私玺。
从它的形制来看，有白文，有朱文，有朱白相间；有字配上画，还有的纯是图画印。
官玺和私玺的大小，没有严格规定，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朱文都出于铸造，白文有铸有凿。
　　官私玺多用鼻钮，钮上有小孔，便于佩带。
私玺的钮式较多样，有人形钮、鱗钮、柱钮、辟邪钮、亭钮等，还有作其它用的，如带钩、戒指等的
物体上制上一个玺。
　　（一）官玺　　白文　　玺的面积大小约为2．5厘米左右，正方形，偶有不正方的，或圆形的。
印文外多加边栏，或中间加一直隔线，或加一“+”字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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