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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源远流长的签名艺术　　签名是书写名字的艺术活动，从应用的目的出发，达到艺术的效果。
签名无论是在信用性、权威性、风雅性、收藏性等方面，都具有其他形式无法取代的作用。
　　签名作为一种源于古代信用凭据的高雅造型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独有的书写技巧和审美价值
，它不仅有着辉煌的过去，而且会有灿烂的未来。
我国签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中国文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相一致。
在我国文字萌芽时期，距今约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了签名的雏形。
最早使用签名形式的当是以占卜为职业的贞人。
当时，人们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事无大小均要占卜询问鬼神才能行事。
从事占卜的贞人，为了表示虔诚，以及表示自己占卜的灵验，通常要在占卜辞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现代出土的甲骨文实物中发现，不仅有占卜的贞人签名，还有“乞者”等人的签名。
这是我国在文字产生初期最早采用的签名形式。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等社会活动中，需要表示自
己的信用、信誉，以及对器物的所有权，客观上要求将自己的姓名以某种方式表示出来，特别是秦汉
时代，采用最多的方式是印章。
那时的印章，实际上也是签名的一种雏形。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纸的出现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原秦汉时期作为信用凭据的印章，逐步
失去其应用价值。
汉到唐时期的私印较少，官印越制越大，失去了加盖的作用。
而信函、契约、条据，以及文书只签署姓名。
如晋代王羲之的信函“快雪时晴帖”书法墨迹中，寄信人和收信人均具姓名。
这一时期，人们日益认识到签名特别是实用性签名的重要性，因而注意姓名的书写。
唐以前的书画作者具名多在内容之中，很少单另署名。
宋代开始，书法作品后面签字，绘画作品署款成为一种格式，甚至成为绘画作品章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
北宋的绘画只有少数个别画家有款，而南宋画家名字落在隐藏之处，画界称“藏款”，即把名字落在
画的边角，或树干、石缝等处，很不易发现。
到了元代，绘画有大量题款常设于显著位置，并开始用字和别号署款。
明清时代，文人将书画的落款推向了艺术的高峰。
因此，书画艺术的繁荣，也带来了签名艺术的繁荣，以至于当时一些书画作品的签名署款本身就是一
种可独立欣赏的艺术品，不少有成就的书画家成为签名艺术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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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趣味性和史料价僵的图书，包括签名趣事、伟人签名赏析、签名真伪鉴别等内容。
书中收录了演艺界、文学界、体育界等不同时期的名人签名，对于喜欢签名收藏的读者及青少年朋友
来说是值得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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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退休教师，签名收藏爱好者。
退体前历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警察科技部主任、西藏部主任。
编写出版了《西藏公安的摇篮》、《签名收藏与研究》、《姓名文化与名人》等著作。
参与编写了《离原卫士摇篮》（画册）。
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办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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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胡声腔化”是这位民乐家创造的特殊演奏方式。
她说，搞音乐艺术需要扩大知识面，民族乐器有300多个品种，足够学一辈子。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走向音乐艺术的高峰。
多年来，不论是戏曲、歌舞、民谣、说唱，任何一种音乐，闵惠芬只要听到了就想办法去学。
她说，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挖掘传统民族音乐之魂，延伸和发展民族音乐，为新时代服务。
　　闵惠芬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二胡演奏家。
她的家乡在浙江宜兴，江南丝竹、苏南吹打、各种民谣、小调，就连小时候赶庙会，和尚道士彻夜的
乐声，都吸引着她，民族音乐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生了根。
幸运的是，闵惠芬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民族音乐先驱刘天华的再传弟子，二胡、琵琶、三弦
无所不能。
在各种民族乐器中，闵惠芬尤其喜爱二胡，它的魅力在于特别接近中国人的情感，声音像中国人的说
话歌唱。
8岁时，闵惠芬开始随父亲学琴。
1963年，不满18岁的闵惠芬报名参加了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参赛年纪最小的闵惠芬获
得了比赛一等奖，引起了全国音乐界的关注。
随后，闵惠芬越级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从此走上了职业音乐家的道路。
自1969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闵惠芬先后在中国艺术团、上海乐团等单位担任二胡独奏演员。
在半个多世纪的二胡演奏生涯中，她始终遵循“目不斜视”的原则。
无论流行什么，永远从艺术中汲取民族艺术的精华，对艺术永远专注与勤奋。
“文革”中，闵惠芬利用大串联的机会，背起二胡直奔四川感受生活，她乘坐的轮船缓缓行驶到三峡
，在船工的讲述下，她似乎看到了纤夫们拉纤的情景，在她耳边仿佛响起了一声声沉重的江上号子，
看到紧绷的纤绳，崎岖的小路，她对《江河水》的理解又有了新的升华。
1977年，“文革”刚结束，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来中国访问，上海交响乐团安排一台节目给他看，其
中就有闵惠芬的二胡演奏。
这是小泽征尔第一次听闵惠芬的二胡演奏。
就是那一次，闵惠芬的二胡艺术深深地折服了他。
那天，她演奏了《江河水》，当曲终良久、鸦雀无声时，小泽征尔情绪难抑，泪流满面。
这位世界级指挥家激动万分，一遍遍地说：“你的演奏拉出了人间的悲切，使人听起来痛彻肺腑！
”那一年，她32岁，她用中国传统民乐二胡和一个中国年轻艺术家的魅力感动了世界。
她的二胡之声回旋在她走过的每一块土地上，很快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她被称为当代二胡皇后、世界
最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
　　1997年11月8日，我有幸当面请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为我题写签名。
那是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中国唱片90周年、世界唱片120周年大型演唱会的后台，她在我递上的贴有艺
字邮票的自制纪念封上签名后，即上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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