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篆刻的学习是从临摹到创
作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每个环节
都非常重要，必须遵循篆刻特有
的发展规律，才能推陈出新。

临摹的方法

篆刻学习应从临摹入手，主
要取法对象是汉印。学习汉印
是牢固掌握篆刻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的有效途径，临摹范本的
选择可由易到难、从简到繁。可
先从篆法工稳、刀法清晰的印章
入手临习，这类印在汉私印中多
见；然后再选择线条轻重变化较
大的印章临习，这类印在汉官印
中多见；最后选择风格多变、情趣
盎然的印章临习，这类印章在汉
凿印中多见，即《急就章》中较多。

在对汉印的刀法和章法有
了一定的认识后，可以临习明清
流派篆刻作品。把握篆刻艺术
的形式语言和风格特征，是走向
篆刻创作的必然。

一、文字上石

可以采用水印法和反写法：
（一）水印法

首先把所刻印文做成墨稿，
然后准确地覆于印石上，墨稿与
石面相对，四周纸边折下，使纸石
不能移位，用清水少许涂在印稿
上，吸收多余的水分，再用凸形器
物轻轻揉压三五遍，使印稿墨色
附着在印石上，最后用小楷毛笔
细心地填墨，对着镜子勾描准确。

(二）反写法

反写法是把印稿先用透明
纸钩摹好，然后把纸反过来，由于
纸的透明我们看到的就是反文
的印稿了，然后依照反稿上的位
置关系，先用铅笔在印石上钩摹
一遍，再用小楷毛笔填墨，最后对
着镜子与原稿比较至勾描准
确。若书法功底较好，也可直接
用小楷毛笔把印文反写在印石
上，但此法不适合初学者。

墨稿的制作可以用钩摹的
方法来完成，钩摹是领会原作结
构神态和笔情刀趣的最佳途
径。“钩”是指双钩填墨，“摹”是指
用毛笔依照原作直接描写在纸
上。无论“钩”或“摹”，下笔都要
轻，照原样钩摹出来。当钩摹有
了足够的经验，上石方法也可简
便。首先把要刻的印稿复印，用
剪刀裁下，四边可多留—些，将印
稿的—面准确地覆于印石上，四
周纸边折下或用少许浆糊粘贴，
使纸石不能移位，再用干净毛笔
蘸适量香蕉水或指甲水涂在印
稿上，再用凸形器物轻轻揉压三
五遍，使复印的碳粉附着在印面
上，印稿十分清晰，方便刻锲。

二、临摹的方法

应先“摹”后“临”：
（一）摹写

这个过程可以用透明纸双
钩填墨完成。要求精细到位，忠
实原作，掌握结字规律，认识线条
排叠的特征，体会以书入印的感
觉，避免将印章作为图案进行机
械的摹写。摹写印稿必须经常
坚持，心摹手追，方能达到精准。

（二）临写

有了摹写印稿的经验，有了
对汉印知识的积累，当使用毛笔
达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就可以
直接在石面上临写印稿了，但要
忠实原作，力求精准。

（三）摹刻

摹刻就是把原印稿的风格
特征忠实地再现，力求形似。印
石选择与原拓印面等同，然后墨
稿上石，填墨后认真修改，达到准
确；刻制前要详细审视印章的风
格特征，确定刻制方法；最后依据
自己的习惯和掌握的刀法进行
刻制。

（四）意临

方法与对临相同，所不同的
是对临要忠实原作，力求形似；意
临则在求形似之中加入自己的
想法，可略变原印中未能尽美之
处，但不可变化过大。意临是在
深刻理解原印的基础上，融入了
临刻者的才思情趣，是在原印的
制约下发挥自己的性灵，比自由
创作难度要大，既要求基本与原
作相似，又要把原作的精神和临
刻者的创造融合一体。

篆刻的学习过程中临摹环
节非常重要，摹印能较好地掌握
形态，临印则能较好地体现原作
之神，两者相辅相成，互不可缺。
前者存“法”，后者寓“意”，学印应
摹写、对临、意临循序渐进，在汉
印中节度其手，不可急于求成。

篆刻
技法解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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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喜用长锋羊毫是“活

外行”

羊毫的提倡几乎是随着生宣纸
的广泛使用在书家中流行。羊毫笔
比狼毫笔畜墨量大，能在生宣纸上连
续书写。因生宣与羊毫能更好地表
现“金石气”，受到碑派书家的广泛运
用。碑派技法审美的实现，长锋羊毫
的使用至关重要。林散之认为只有
软毫才能写出刚硬的字，他曾说“上
海有位书法家说，他不喜欢用羊毫，
更不喜用长毫。他真是活外行，不知
古人已说过，欲想写硬字，必写软毫，
唯软毫才能写硬字。可惜他不懂这
个道理”。林散之坚信古人作书都是
用软毫笔，而且还必须是长锋羊毫。
庄希祖曾回忆林散之使用长锋羊毫
的情形：

林老晚年76岁（1973）时，笔者
常见其临过汉隶《西狭颂》，先生临帖
十分认真，双苞手执长锋羊毫（笔头
足有：两寸半长）在对开的元书纸上
蘸饱墨书写八个大字（字径9厘米左
右）、书写时凝神聚气，十分稳健，笔
笔着力，且求基本形似，并无任何率
然写意之笔，或故作挪让变形之态。

此外，他也说过：“予曾用长锋羊
毫，柔韧有弹性，杆很长，周旋余地
广，特命名为‘鹤颈’‘长颈鹿’，不意

笔厂仿造甚多，用者不乏其人。”“柔
韧有弹性”说明林散之喜欢用的羊毫
笔是加健的，“周旋余地广”可以看出
林散之书写时活动范围大。除此之，
林散之书写时还很注重盘肘，他在

《论执笔》诗中说：“执笔之法，双钩盘
肘，力在笔中，笔随手走，如锥画沙，
如屋漏疽，不传之秘，先贤所守。”正
是这种“大鹏展翅”的运笔姿势，运出
了气势连绵的大草。

（三）林散之的画家身份及其墨

法实践

林散之从小喜欢作画，曾在张青
甫那做学徒，条件艰苦，但用功甚
勤。其后听从黄宾虹的“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建议后，遍览名山大川，

“得画稿八百条幅”。由此可见林散
之的绘画基础。黄宾虹对林散之的
影响至深，特别是拜师之时对他说的
那一番话。他对林散之说：“凡用笔
有五种，曰锥画沙，曰印印泥，曰折钗
股，曰屋漏痕，曰壁坼纹。”又言：“用
笔有所禁忌：忌尖、忌滑、忌扁、忌轻、
忌俗；宜留、宜圆、宜平、宜重、宜雅。
钉头、鼠尾、鹤膝、蝉腰皆病也。”又
言：“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
尤重白处；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
此理最微，君宜领会。君之书法，实
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见功

夫。”作为画家的黄宾虹，十分注重墨
色变化，他教导林散之说：用墨有七
种：“曰积墨、曰宿墨、曰焦墨、曰破
墨、曰浓墨、曰淡墨、曰渴墨。”林散之
注重墨色的变化，他认为写字要有墨
法。浓墨、淡墨、枯墨都要有，“字枯”
不是墨浓墨少的问题。他认为怀素
和王铎都是善于用墨的书家：

怀素能于无墨中求笔，在枯墨中
写出润来，筋骨血肉就在其中了。

王铎用干笔蘸重墨写，一笔写十
一个字，别人这样就没有办法写了，
所谓入木三分就是指此。

他标举笪重光“磨墨欲熟，破水
写之则活”的理论，反对只用浓墨。
因为浓墨使笔锋打不开，应蘸水破浓
墨。在笔墨交融时，他认为用笔是根
本，他说：“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
笔。笔是骨，墨是肉，水是血。”用笔
和用墨是相辅相成的，正因如此，林
散之的大草作品在墨色上浓淡相生，
酣畅淋漓。

由此可见，林散之在学书选择上
不仅取法不偏废碑与帖，而且运用碑
派技法改造草书。这尤其表现在他
在书写技法上对碑派书法的继承以
及在墨法上的创变。

四、结论

清代初期，草书创作上仍然延续
着晚明的浪漫书风，以王铎与傅山为
代表。但这股风气很快就被随之兴
起的金石考据之学阻断。金石考据
之学的兴起，带动书家在取法与创作
上以金石碑版为主，书家多在篆书与
隶书下功夫。到清代晚期，随着大量
北碑出土，碑学大兴，北碑成为书家
取法的不二选择。草书的研究和实
践几乎停滞。碑派书家在技法上强
调迟涩与厚重，在工具上提倡了生宣
与长锋羊毫书写，在气息上以高古的

“金石气”为尚。这都走向了草书流
畅、婉丽的对立面。虽然邓石如、赵
之谦、何绍基等碑派书家都在创作时
进行了以草意入书的尝试，但其目的
仍然是为碑派风格服务的，于草书的
发展并无起到太大作用。

碑学的兴起虽抑制了草书的发
展，但这也给草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契机。20世纪初，草书创作一改19
世纪以来的颓势，开始走向复兴。大
量汉简的出土为草书的发展提供了
契机。晚清遗老书家率先尝试复兴
章草的实践，由于遗老书家不能摆脱
碑学对其书风的影响，在章草复兴上
选择了碑帖融合之路。因此民国初
期时书坛呈碑帖融合之态。在民国
初期遗老的碑帖融合的草书复兴的

尝试奠定了基础之后，到20世纪时
王蘧常、高二适、林散之把碑帖融合
的草书复兴走向成熟。他们的实践
分别走出了三条成功之路，即王蘧
常碑学的坚守、高二适帖学的回归
以及林散之的碑法大草。就他们对
草书的观念上看，王蘧常和高二适
都主张章草书风的复兴，认为章草
是草书的根源，不同的是王蘧常在
沈曾植以隶法写章草的基础上融篆
法入章草，认为篆书亦是章草的源
流。他融篆书入章草可谓是“前无
古人”，开启了全新的章草书风。而
高二适以文人风骨自居，认为草书
的创作必须带有章草意味，否则就
沦为俗作，宋克之所以被高二适大
加赞赏，正因为如此。王蘧常和高
二适相比，在章草的创新上，走得更
远。高二适大致还是延续了元明时
期的章草风格。但是站在晚清民国
时期的书坛的章草书风来看，他跳
出了碑学笼罩的牢笼，超越了清代
的书风，可以说是帖学章草书风的
强势回归。与王蘧常和高二适复兴
章草不同，林散之致力在大草书风
的探索上。林散之受黄宾虹的影
响，在金石碑版里汲取养料，以碑
法、画法作大草。从他们的创作实
践上看，王蘧常用章草书写榜书，用

碑派书法家的用笔方式，书写古拙
浑穆的榜书大字。而高二适的章草
书风，直追魏晋风韵，推崇宋克四体
混合的书风。林散之在工具和墨法
进行大胆用长锋羊毫作草，以画法入
草。他们的实践无疑都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使大草历经清代后再次散
发生命力。

王蘧常、高二适与林散之在草书
上的成就，给我们当代的草书创作提
供了借鉴意义。当代草书创作存在
诸多问题，最需解决的缺乏创新力问
题。当代草书创作时存在“趋时贵
书”、盲目跟风的恶习，停留在简单的
模仿与继承上，甚少能有所突破。从
当代草书取法的对象看，大致可分为
三种范围：一是魏晋时期，以“二王”
为代表；二是以唐宋时期，以张旭和
怀素及黄庭坚为代表；三是明末清初
时期，以倪元璐、张瑞图、王铎、傅山
为代表。然而走碑帖融合之路的书
家在当代草书创作中却并不多见。
碑帖并举的模式有助于突破当代草
书创作的窘境，并已有王蘧常、高二
适与林散之的成功相借鉴。但需要
注意的是，这里提倡学习他们碑帖融
合的草书书风，并不是鼓励书家直接
取法民国书家的个性风格，更多的是
借鉴他们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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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的碑学草书，进入了审美高标准的“化境”，
呈现着出神入化的“化机”。“化，谓造化也”（《易经》
句），为自然的本体之道；“化机”则是变化通达的枢
机。于右任的碑学草书达到“一片化机”，乃是深悟了
变化通达的书法之道。所谓：“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
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周易·系辞上》）于
右任的碑学草书，在化机中达到化境，由书技而进入书
道，可谓随心所欲、物我化一。品评于右任的碑学草
书，其中所呈现的气格，是书气与我气的化一；所氤氲
的神韵，是书神与我神的化一；所达至的境界，是物境
与我境的化一。

于右任涉及前人隶书、章草、行书诸优点，尤其是
融会北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碑学草书风格。此风格
的形成，大致分四个阶段：从1921年开始，20年代为收
集碑石、临摹碑帖阶段；30年代为集字整理、草书标准
化形成阶段；40年代是碑学草书完善和推广的鼎盛时
期；50年代到了随心所欲、自在自为的化境阶段。

品评书法有多种规则和标准，纵观传统书法理
论，从书法本体上品评方可提纲挈领，抓住主要矛盾。
在此，我想从书法的气格和气韵入手，分析于右任的碑
学草书。气格偏重于“器”，重在研究书法的气力、气
骨、气脉、气势、气概、气场等；气韵偏重于“道”，重在研
究书法的气象、气机、气度、气息、风韵、风神、风采、意
境等。

在这里，“气”为本源，为核心。五代荆浩在《笔法
记》中提出“六要”论：“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
景，五曰笔，六曰墨”。“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
者，隐迹立行，备仪不俗……”气在美学中的演变，由原
始之气，到哲学的宇宙生命本原之气再到艺术生命本
体之气。“气”是中国哲学的原范畴，老子、庄子根据自
然之道，认为“气”是天地万物阴阳刚柔相感相应的产
物，所谓“通天地一气耳”。“气”显示了自然生命之道的
运动规律。儒家学说认为，“气”是某种人格精神和道
德修养的内在凝聚，如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强
调“气”所包含的道德伦理内容和人格修养。管子曰：

“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气”从自然与人
的运动规律，又引申到美学审美心理构成。魏晋时期
的曹丕以《典论·文论》开辟了文艺品评专著的先河，他

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气”通过创作的物化过程，
而凝结在艺术作品中，“气”决定了文艺作品的思想境
界和审美价值。刘熙载《艺概》中曰：“书要兼备阴阳二
气。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迈，阳也。高韵深情，
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
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
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书法的

“气”，讲阴阳哲理，贵士人气息，在笔墨载体中，蕴含的
是宇宙自然之气、士人精神之气。

于右任的书法，洋溢着宇宙自然的浩然之气、大
朴之气、冲和之气；展现着士人精神的清正之气、豪放
之气、简约之气，可谓笔墨到处，众美从之。于右任所
书横渠四句，把张载这位关学创始人的名言以书法形
式展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是士人的精神取向，是立
德、立功、立言的志士写照，也是于右任家国情怀、终生
奋斗的写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于右任以第一
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后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
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求学，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

“关学”余脉；于右任怀着报国之志，先后投身于光复
会、同盟会的民族复兴大业；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今
复旦大学），1907年创办《神州日报》，1910年创办《民
立报》，以为民立命、宣传民主革命为己任。1922年，
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并担任校长。他以“为往圣继绝
学”的精神重视教育，并付之践行。还创办了西北农林
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后共任国民政府
监察院院长34年，可谓清正廉明，两袖清风。于右任
写的最多的条幅，是这四句中的“为万世开太平。”1948
年，于右任被提名竞选副总统，其竞争对手李宗仁、孙
科等人天天宴请代表、免费提供住行以争取选票。于
右任为代表们所准备的礼品，乃是一纸书法：“为万世
开太平”。他不像其他政客以金钱、关系拉选票，而以
文人的独特风格参选，虽未当选而荣耀。落选之后，全
体代表起立向于右任鼓掌10分钟，为他的清正、廉洁、
正气表示钦佩。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忧国忧
民的贫病中去世。难以置信的是，人们在于右任逝世
后，竟发现他因生活拮据而欠下的借据。比起如今一
幅字炒卖几万几十万的所谓“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

可谓泰山，可谓绝世而独立的昆仑！
书法的品格、风格，从本体上论，源于气格。气格

决定人格，人格决定书格，即气格→人格→书格。“气
格”一词，见于刘熙载《气概》：“灵和殿前之柳，令人生
爱；孔明庙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论书，取资致何如
尚气格耶？”气格的高下，决定了人格和书格的高下。
综合老庄的道学和孔孟的儒学理论，以气格立论，把人
格划分为九个品级。如庄子《天下》篇论述了“天人”

“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等不同人品：“不离于宗，
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
谓之君子。”《黄帝内经》中有“贤人”，排在圣人之后；老
子《道德经》第二十章有“俗人”；儒家有“达则兼善天
下”的“达人”，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小
人”。按人格九品排列，即“天人——神人——至人
——圣人——贤人——君子——达人——俗人——
小人”排列；以此人格对应书格，则为“绝品、神品、至
品、逸品、妙品、精品、能品、俗品、下品”这九个品级掐
头去尾，就和古人品评的“神、逸、妙、能”四品相近。如
今俗品、下品书法不少，若要全面品评书格，用此九级
品评法可能更准确些。于右任写书法，凡几十年，无功
利之心。他把书法作为公益事业的一部分，人生修养
与社会建设融为一体，超越了一般人对书法的认知，达
到了书人合一、天人合一之境界。

纵观于右任生平，他从晚清反帝制、求民主开始，
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中，始终保持浩然正气，
并为教育事业奔波，为书法探索而忙碌。几十年来，于
右任通过标准草书的整理、研究，疏瀹渊源，澡雪精神，
积学以储宝，研阅以穷照，集百家之长，成自家之法。
从气格→人格→书格而论，于右任是近现代以来书家
的制高点，尤其在碑体草书方面，达到了逸品、至品、神
品，甚至绝品。

相对于气韵而言，气格较为具象，属于“器”的范
畴。综合古人品评，气格包含了气力、气骨、气脉、气
势、气概、气场等。气力、气骨、气脉偏重于笔墨力度和
运行；气势、气概、气场偏重于字形结构和章法。用孙
过庭《书谱》谈骨气和笔墨运行的两段话，品评于右任
的书法，甚为恰当：“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
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
鲜茂，与云日而相晖。”“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
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
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
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
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于右任的两副书法对联“进为天下利，退有百世
名”“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从气力而言，如奔雷
坠石之猛；从气骨而言，犹枝干扶疏之劲；从气脉而言，
似泉注山涧之畅，真正达到众妙攸归，与云日相晖，犹
众星之列河汉。在这里，养天地正气，首先是“养心”

“心斋”。从气格之高，到人格之高，方能法古今完人，
才到书格之高，从而使气力、气骨、气脉达到随心所欲，
贯通畅达于点画之中。书法之气贯通点画，乃是书法
的最基本要求，点画亦是气格的载体。孙过庭还有一
名句：“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
性，使转为形质。”于右任草书的点画，正是其性情的自
然抒发。

于右任草书的气势、气概、气场，具有雄劲的震撼
力。参考于右任书《野蚕诗》立轴。

此幅作品写于1948年4月：“野蚕食青桑，吐丝易
成茧。无功及生人，何异偷饱煖。我愿均尔丝，化为寒
者衣。”这篇草书结字、运笔、布局铿锵有势，流转自
然。如“食”“成”“寒”，皆是于右任草书的标准符号。
书作碑意亦浓，如“无”“饱”的笔画，最为典型。

蔡邕《九势》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
焉；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于右任
的草书，结体严密规整，融碑于草，在字体规范中，体现
笔势的丰富变化：承上启下，穿插有致，放时放得开，收
时收得拢。他的碑学草书气势、气概、气场，令人如赏
崇山峻岭之美，如饮陈年老酒之妙。正如蔡邕所云：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
若卧若起，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
火，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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