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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款的刻法

边款直接反映作者的书法
水平，因此书法基础对篆刻边款
质量是有直接影响的。边款依
书体分成楷书款、隶书款、行草
书款和篆书款。

（一）楷书款

楷书款多直接随手刻，要求
作者具备结字的书法基础和章
法的布局能力。可以从点、横、
竖、撇、捺、提、钩、折等基本点画
入手。我们以右手持刀为例，内
外刀角互用，或只用内刀角均
可。上述八种基本笔画都是由
三角形点构成的，因此，点是楷
书款训练的重点，点法过关了，
其他点画迎刃而解。

点，形如三角，以内刀角冲
下，短促有力，果断出刀，饱满有
神，端庄平正。不能犹豫，也不
可滑行。点有微妙的大小和角
度变化，如竖点、横点、斜点，要
根据具体需要而定。竖点就是
竖画，横点就是横画，斜点就是
撇画、捺画和提画，横点与竖点
搭接就是折画，竖点和斜点搭接
就是竖钩，其他笔画也都可以通
过搭接的方式组合而成。

单字的结体应具有书法美，
不可庸俗，中宫紧密，奇正相
生。各点画之间笔断意连。字
之间穿插揖让，茂密紧促，不可
松散，洋洋洒洒，字团频生，大小
参差，因字设形，不可状如算子，
要虚实相伴，聚散相依。楷书款
以可辨识为基本要求，意到即
可，不要求每个笔画都交代清
楚。否则，只有可识性，而没有艺术性，就与篆
刻艺术相悖了。

（二）隶书款

刻隶书款宜用钝刀，入刀时需厚重，可摆动
入刀。隶书款亦可直接刻出，即不写直刻。隶书
笔画训练先行，以汉隶碑帖为临刻范本，逐一训
练基本点画，先从横、竖、折入手，进而训练蚕头
雁尾和撇画，其他笔画迎刃而解，对于不能一刀
完成的笔画，可以两刀或多刀完成；单字训练注
重排叠、雁不双飞和字形变化；章法训练有两种
形式，即有行无列和有行有列。有行无列者，字
与字之间上下排叠在一起，字与字之间没有空
隙，大小参差，因字设形，形成一泻千里之势；有
行有列者，近似于汉碑章法，依靠界格控制字的
位置，单字大小一致，排列整齐，典雅规范，界格
随字刻出，效果更佳，界格一般取横三竖四的比
例为宜。隶书款也与楷书款一样，在可辨识的基
础上，重在表意，不能刻板呆滞，缺少艺术性。尤
其是界格，应时断时连，以体现汉碑岁月残蚀的
效果。

（三）篆书款

篆书款可先书后刻，亦可不书直刻，最好不
书直刻，能够获得生动自然的艺术美感。篆书款
可以施以单刀线，表现残蚀和爽利，也可以施以
双刀线，表现凝重和朴拙。由于篆书的可识读性
差，因此刊刻篆书款主要是为了视觉效果。于
是，在篆书款后，常常附有楷书款，两种书体共
存，既有古朴的视觉效果，又具有可识读性。篆
书款的种类依据风格的不同分成许多种，如甲骨
文款、金文款、小篆款、汉篆款、战国装饰文字款，
等等。无论刊刻哪种篆书款，都以表现金石气为
主要艺术追求。可以临摹先秦和秦汉金文，摄取
古法。

（四）行草书款

行书和草书款既可以分别刊刻，亦可以在
一个款识中同时体现行书和草书，行草书混用
更能表现款识的艺术性。行草书线条适合单刀
表现，当然也有先书后刻双刀表现的。单刀表
现时往往不书直刻，点画参差，错落生奇，顺其
自然，直抒胸臆，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通篇
之准，以刀代笔，酣畅淋漓，具有强烈的书法表
现性。刻行草书款时，因其用笔连带，书写先后
顺序明显，刊刻时一定要注意起收笔的方向变
化和呼应关系，印石可以配合转动，对常见的牵
丝不一定要表现具体，笔断意连是关键。对相
同的字，尤其要注重变化，不能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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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1051—1107）,北宋书法

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初名黻，后

改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

史等。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

癖，被服效唐人，多蓄奇石，世称“米

颠”。书画自成一家，精于鉴别。曾

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

善诗，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

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

程度。师法欧阳询、柳公权，字体紧

结，笔画挺拔劲健，后又转师王羲

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

劲，自谓“刷字”，与苏轼、黄庭坚、蔡

襄并称“宋四家”。其绘画擅长枯木

竹石，尤工水墨山水，以书法中的点

入画，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

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

山”，富有创造性。

《苕溪诗卷》，澄心堂纸本墨迹

卷，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

全卷35行，共394字，北京故宫博物

院藏。末署年款“元祐戊辰八月八

日作”，知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

（1088）戊辰,时米芾38岁。所书为

自撰诗，共六首，卷前引首有“米南

宫诗翰”五篆字。卷末有其子米友

仁跋：“右呈诸友等诗，先臣芾真足

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后纸另有

明李东阳跋。

《苕溪诗卷》是米芾行书的重要

代表作。此作笔法清健，用笔中锋

直下，浓纤兼出，行笔迅疾，纵横恣

肆。运锋，正、侧、藏、露变化丰富，

尤其以中侧锋的配合转化极为精

妙。点画波折过渡连贯，提按起伏

自然超逸，毫无雕琢之痕。其结体

舒畅，中宫微敛，保持了重心的平

衡。同时长画纵横，舒展自如，富抑

扬起伏变化。通篇字体微向左倾，

多欹侧之势，于险劲中求平夷。全

卷书风真率自然，痛快淋漓，变化有

致，逸趣盎然，有晋王献之的笔意，

反映了米芾中年书法的典型面貌。

横
行书笔画变化多样，粗细过渡

丰富。横画侧锋斜切入笔，轻顿成
一点状，轻提回锋向右上出锋，顺
势铺毫向右行笔，逐渐提笔至中
段，再逐渐铺毫，笔画粗细要过渡
自然，至尾端向右下轻顿驻笔，提
锋顺势出笔，势与下面的笔画
连接。

竖
竖画顺势入笔，调整笔锋向

下，至中锋向下行笔，提笔中锋至
铺毫，中间过渡自然，提按自如，顺
着铺毫逐渐提笔，尾端提锋收笔。
行书中的竖不比其他书体中的竖
敦厚，行笔轻盈，提按顿挫自然。
依势可轻如蝉翼，亦可厚如磐石。

撇
行书中的笔画没有孤立存在

的，起笔收笔都要顺应上下笔画，
照应上下关系。撇起笔顺势切入，
调锋起笔，转锋右下，形成一个小
点的形状，再调整至中锋向下行
笔，行笔过程中逐渐提笔，使整个
撇由重至轻，至末端驻笔，回锋收
笔，带出笔势，使下一笔的路线也
更清晰。

捺
起笔顺势向上直入，微调笔锋

向右行，轻顿笔锋顺势中锋向右下

方行笔，逐渐铺毫却略显轻盈，至
尾端驻笔略向右下轻顿，使捺尾右
上部圆滑内敛，顺势向左带出牵丝
引出下一笔画，行书中的捺为了连
带关系依势可以省去捺角。

折
顺势直切入笔，逐渐铺毫，中

锋向下运笔，提笔转锋向右下方拖
笔，转折处行笔时要轻提，不能顺
应竖的铺毫继续铺毫。顺势带出
折的横画，横画略显上翘，收笔提
锋继而向右下方轻顿，顺势向下带
出牵丝，引出下面笔画。

钩
顺势入笔，向右侧中锋运笔，

顺势向右下方轻顿略带侧锋转笔，
行笔过程中逐渐调整笔锋至中锋，
顺势向下中锋行笔，短竖末尾向左
出锋，转动笔锋以保持中锋运笔，
提笔出锋。行笔轻松使整个钩画
显得圆润有致又劲道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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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书毛泽东《沁园春·雪》六条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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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书
法是中华文化瑰宝，包含着很多精
气神的东西，一定要传承和发扬
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创造了
儒释道为核心的道德礼制文化与
君子人格，衍生出极具特色的中国
书法与书道精神，并世代延续着中
华文脉，走出一条悠长、兼容、曼妙
的发展之路，展现出不同于其他文
化的精华、气韵、神采。与其他各
种文化相同，中华文化也有自身的
优劣。其历史既有过春光明媚、夏
日炎炎，也经历过秋风萧瑟、严冬
凛冽。更在近现代走到不能超越
自我限度的瓶颈。

然而这个民族的顽强生命力
又表现在：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总
能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在困
境中绝地求生，甚至在烈火焚烧中
改变自己，融合各种文化精华，如
凤凰涅槃般再生！而这正是近一
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千千
万万的革命者，以新君子人格的理
念引领全国各族同胞抛头颅、洒热
血，艰辛跋涉，苦苦追求，努力创造
出的新境界、新局面，是我们应时
刻牢记并不断努力巩固与发展的。

书法事业始终是中华文化事
业大变革、大发展的组成部分，同
样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的洗礼与
再生。“时代代表书风”的“舒体”书
法，正是从那个革命时代烽火中产
生发展的。作为革命家群体一员
的舒同，亲身参加百年革命斗争的

同时，将传统的君子人格与革命者
新君子人格结合，在投身革命的同
时坚持墨海耕耘探索，坚守书道精
神，服务于人民的革命斗争，经艺
术家性格灵魂创造与革命实践需
求的反复磨合、塑造而成的极富时
代气息、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书法艺
术成果。

父亲舒同（1905—1998），是老
一辈革命家群体的一员，第八届中
央委员，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第
五届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创
始人之一及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
会主席，终身名誉主席，“舒体”书
法创始人。舒同出生于江西省抚
州市东乡区贫寒之家，幼而聪明好
学，刻苦练习书法，得家人及名师
关爱，5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
临习名帖，钟情于浑厚大气的颜体
书法，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13
岁便写得大气磅礴、开阔豪宕的好
字，为乡贤题匾引起轰动，被誉为

“神童”。后入尚志学校，再入抚州
师范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潮。1926
年加入“大革命”洪流，成为中共党
员，是东乡县第一任中共县委书
记。国共分裂后，他遭通缉而逃亡
各地，找寻组织，曾以卖字谋生。
后化名入南京军校为录事，潜伏一
年后得知红军在赣东南活动而弃
职返乡，加入了红军，以书法文章
服务于反“围剿”。在江西宁都舒
同看到毛主席动员大会上书写的
战略思想对联，为之震撼。毛主席
看到时为红四军秘书的舒同书写
的大幅标语及文章亦颇欣赏。在
漳州战役的战场上，他们相遇并交
谈，舒同更为领袖的精神风采所折
服，开始了终生不渝的追随。

长征中，作为红四师的政治部
主任，父亲做部队政治思想宣传工
作，书写标语口号，写文章并坚持
练习书法，被誉为“军中一支笔”

“马背书法家”。到陕北落脚后，全
面抗战开始，父亲被调到八路军总
部为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的第一
任秘书长，曾题写了“抗日军政大
学”校名、校训等。还曾受命以中
央名义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拟聘为
参议员的萧之葆老先生写信，老先
生赞叹“字好文好”，欣然应聘。为
此毛主席称舒同“党内一支笔”。

1937 年 10 月，任弼时、邓小
平推荐他担任115师政治部主任，
随聂荣臻一道开创第一个敌后抗
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父亲
题名并创办了《人民日报》的前
身——《抗敌报》。曾与聂帅共同
署名发表了《聂司令舒主任致东
根清一郎书》，65年后《人民日报》
重新发表时称之为“中日关系史
上的备忘录”“一个民族与另一个
民族的对话”。他还曾题写了“白
求恩大夫追悼大会”“白求恩墓”

“永远不灭的光辉”及“精神总动
员大会”等榜书匾额。

1941年父亲返回延安，在中
央党校学习期间，题写了中共中央
党校校牌，并亲手放大毛主席手书

“实事求是”，被传为佳话。还由校
长彭真主婚与中央研究院研究生
石澜结为夫妻。后调任总政秘书
长兼宣传部长，军委整风领导小组
副组长（叶剑英为组长）。1943年
底，毛主席约见舒同，派他往太行
山、山东军区传达整风精神，后留
在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任秘书
长。抗战胜利后，罗率部赴东北，
陈毅率新四军北上与山东军区合
并,父亲任政治部主任、国军部部
长。并为烈士陵园留下“英勇坚
强”“奋不顾身功在国家名留青史”
等题字刻石。

1949年，大军南下进上海，父
亲担任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部长，
文教委主任，党校及华东革大校

长，党报委员会主任等十余职，为
革命为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被誉
为“毛驴子精神”。百忙中题写了

“上海站”“上海总工会”“同济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保育院”
等并一直保存沿用至今。1954年
调任第一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
南军区第一政委，并被选为“八大”
中央委员。他视山东为第二故乡，
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关怀，为山东
人民的革命建设，努力工作8年，
题写了“大众日报”“新论语”及各
地水库放水洞等，以及多处名胜古
迹，还受毛主席嘱托为“全国农业
展览馆”及“雷锋同志之墓”题名。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异常艰难，因急
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父亲犯了
全国普遍性的“左倾”冒进错误而
被撤职。他勇于担当责任，觉得愧
对山东人民，要求到基层改正错
误，并在养病期间努力墨海耕耘，
直到“文革”后胡耀邦担任中组部
部长，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处分。

1963年父亲调任陕西省委文
教书记。从1961年到1966年，他
精研书艺理论，大量临池濡墨书法
实践，使书艺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曾书写了行、草、隶、篆及“七分半
体”毛泽东诗词，装订成册，为人称
道。留下“陕西省总工会”“西安宾
馆”“西安体育学院”“第四军医大
学”“阿倍仲麻吕碑”等题字及大量
毛泽东诗词作品传世。“文革”中父
亲经历了8年的批斗、军管、专案
审查，始终坚持原则，最后以“致专
案组的新年贺词”拍案而起，痛斥

“四人帮”爪牙的倒行逆施！“文革”
后他又入中央党校学习并得以全
面平反，回部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大军区正职），
负责编写军史、战史工作，直到退
休。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部队，写
下无数文章、报道、题词、条例、报
告，却是一位终身未授衔的“红军
书法家”。

1980年父亲受命带领中国书
法家代表团访日，受到日本朝野隆
重欢迎。他在中日书法交流时开
笔，写下“中日友谊万古长青”！实
践了他当年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备
忘录”中所写“中日两大民族屹立
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争则
两败俱伤”的诤言。1981年受中共
中央与中国文联的委托，负责筹建
中国书法家协会并被选为第一届
主席。全国的书法家终于有了自
己的家！他推动全国各地书协成
立，形成全国书法热，又坚持不连
任书协主席，让新人接班。他一生
坚持挥毫濡墨，题写过大量报刊标
题、牌匾，为祖国人民、山河大地留
下无数墨宝，成为永不闭幕的书法
展。电脑仿“舒体”传遍世界为社
会广泛使用，并列入了人美社版

“九体书法实用字典”。
父亲以“革命加书法”的人生

创造出了成为“时代代表书风”的
“舒体”书法，以传统独立人格自由
精神的君子人格为底蕴，以新文
化、新君子人格精神迸发出的革命
理想实践激情推动，与中国共产党
人领导的全国人民进行长达近一
个世纪的革命事业共命运、同成
长，形成独特的精神与笔墨形象，
而为广大群众雅俗共赏。“舒体”书
法发端于书法史上由“二王”起始
的书道精神，以盛唐时代的颜体书
法为基础，将楷、行、草、隶、篆、颜、
柳、何、七分半有机结合，与新时代
革命激情脉搏同步，融合了来自民
间的勃勃生机，又经舒同的个性天
分努力锻造升华，在近一个世纪的
革命与书法实践中一步步形成，既
根植传统又有鲜活生命力、时代情
感气质与个性面貌，最终不胫而
走，在近一个世纪中传遍祖国各地

乃至海内外，成为世所公认、雅俗
共赏的“舒体”字，创造了一个时代
的代表书风。

当年毛主席及红军指战员称
舒同“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支笔”，
曹禺为他题词“一代宗师，吾党之
荣”，启功先生为他题词“千秋翰墨
一舒同”。革命老人何香凝说：“国
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是于右任，共
产党是舒同”，“我更喜欢舒同”。
在纪念舒同百年的活动中有百余
位将军、领导、书法家乃至“舒体”
学子为舒同及其书法题词，令人感
怀。而最让我心动的是曾有一位
山东“车把式”的评论，他说：“舒同
老书记的字好啊，给人的感觉那就
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98年父亲在与病魔抗争了
8年之后逝世。在隆重的追悼会
上，中国书协领导深情致悼词：“舒
同同志，你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
始人，是中国书协的一面旗帜，光
辉其照，引导当代中国书法事业的
开拓发展。你辛勤地领导我们耕
耘这片书法土地，开辟了新发展道
路。……你走了，党和人民失去了
你这位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奉
献一生的人民书法家。但是笔砚
留香，你的笔格墨润——舒体书法
将遗存于中国书法艺术宝库而永
垂日月。高山流水，哲人其萎，我
们将在你——当代中国书法大师
的旗帜下，继承你的创业伟志，继
往开来，繁荣创造，努力把书法事
业推向前进。”

2015年纪念活动中，迟浩田
将军深情题词“老兵忘不了舒同将
军，山东忘不了舒同书记，书家忘
不了舒同大师，他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

我从小在父亲母亲身边长大，
共同经历了上海5年、山东8年、陕
西13年的岁月。“文革”中保护父
亲去山东顺利返回，得到他“大智

大勇”的评价，又陪送他去北京，看
他一步步走上晚年的又一次人生
辉煌，直至退出舞台，化作春泥
护花。

我的书画学习之路，始于生活
在上海的童年时期，后随父母迁徙
山东、陕西，就读西安美院附中，西
安美院油画系。这些年来，先后在
全国各地举办了三十多次书画作品
展。开拓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相
融、诗书画三位一体的艺术之路。
感受到肩头沉甸甸的使命——我们
这一代人真的有责任将老一辈人
开创的人类解放大业，将他们创造
的新文化、新君子人格，乃至父亲
代表那一代人的崇高理想，在“革
命加书法”的一生实践中独创而得
到广大人民喜爱的“舒体”书法艺
术继承弘扬下去。将由五千年传
统而来，在新时代融合中西文化精
华而产生发展壮大的新文化、新君
子人格，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推
向更高的境界。

“舒天地正气，同苍生希冀。”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君子人格
升华的革命时代新君子人格的代
表，“舒体”书法将在历史上留下不
可替代的独特光辉。将与中华文
化一道汇入全人类文明的大潮，共
创众生万物的美好未来。

鲜红的热血与浓重的翰墨交
融而成了父辈雄浑壮丽的人生画
卷，那长达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
交响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辉
煌的史诗浓缩。而当那一代伟人
与众生的悲壮历史成为过去之后，
留下的是精神结晶的文化。父亲
独创的“舒体”书法正因为成为中
华文化的结晶而长留天地，融入苍
松的年轮、大海的波涛、日月星辰
的旋转，融入世世代代的人们生生
不息的脚步……让我们乘着十九
大的东风，“不忘初心，薪火传承”，
永在长征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