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
编辑 笪伟 版式 胡骏 校对 山水篆刻15 周

刊

朱
方
印
谱释文：江花

作者：杨镇

本报讯（记者 笪伟）
日前，我市在句容宝华山
庄召开篆刻研讨会。市
篆刻艺术推广协会会长
冯士超到会讲话。

市篆刻艺术推广协
会秘书长范德平介绍了
今年上半年篆刻推广工
作的四大亮点：一是“篆
刻大篷车”首发成功，3月
上旬，“篆刻大篷车”系列
巡展拉开帷幕。这是市

篆刻协会、朱方印社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新尝试，也是一次大制
作。首发“大篷车”行动
历时20多天，在机关市民
大厅、市高等专科学校、
丹徒区、恒顺集团、中山
路小学等地巡展。其次
是镇江印派论坛准备工
作。今年秋天将召开镇
江印派学术论坛。镇江
印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和风格，篆刻推广在镇江
展现了广阔前景。召开
论坛的目的，就是要进一
步思考如何擎住镇江印
派这面大旗砥砺前行。
第三是每年一度的全国
大 众 篆 刻 大 赛 来 稿 踊
跃。今年大赛的主题是
健康中国，活动自 4 月份
启动以来，大赛征稿广
告、消息在中国朱方篆刻
网、京江晚报、书法导报
等媒体发布后，获得了全
国各地的篆刻名家、爱好
者广泛的关注，截至上
周，已收到了来自黑龙
江、青海、重庆、浙江、广
东、安徽等地的数百件作
品。从作品质量上来看，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设

计精美，艺术效果极佳，
作品质量较高。还有许
多名家寄来祝贺的书法
作品。第四是“印记祖
国”公众号近期推出“印
记镇江”连载栏目，每周
一期，全方位介绍《印记
镇江》一书。公众号在编
排上保留了原书的特色，
一方印章、一页边款，一
段文字，一幅图画，形象、
丰富、立体展示。尤其是
文字链接部分，对印面内
容由来进行注解。

各市、区篆刻协会，
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
学、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恒顺集团、太白集团、索
普集团、交投集团相关领
导和代表参加交流活动。

我的一位在美国的朋
友，从微信上看到我写的关
于大众篆刻的小文章，也热
心地帮我了解美国的印章市
场。她拍了一些照片发给
我，嘱咐我一定要写一篇小
文章。

我仔细地看了她发来的
照片，上面都是一些图案印
章。图案有动物、昆虫、树
木、花草、自行车等，很可
爱。由这些图案印章，我想
到了西方的印章。印章，古
今中外都有，其实用功能也
都差不多。西方的印章也历
史悠久，可是受其文字的影
响，始终停留在实用的范围，
无法成为艺术。

中国的文字不同，是表
意文字。按照东汉许慎在

《说文解字》里的说法，汉字
的构成遵循着六种方式：象
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
假借，因此，汉字本身就具有
图案性，也富有文化意味。
可以说，汉字具有无限艺术
化的空间，从而成为审美的
对象，因此，从汉字中生出了
两大艺术：书法和篆刻。

由此可知，印章只有在
中国才跃升为艺术，即篆刻
艺术，这是世界上
绝无仅有、独一无
二的现象。它充
分表明汉字有着
神奇的魅力。

镇江篆刻礼品上了广交会
摄影 艾夫

沙曼翁先生1916年生于江苏镇江，是二十世
纪书法篆刻大家，著有《曼翁篆刻选》等。张国金
先生主编的《印象丹徒》一书中专门介绍过他。

沙曼翁认为：只有能写好篆书和能认识篆
书，才能刻好印。在学习篆书方面，对沙曼翁影
响最大的莫过于虞山萧退闇。沙曼翁先生在篆
刻艺术上，不满足以刀刻石的雕虫小技，而是以
学识修养为根基，以诸体书法为依托，在方寸之
间刻画出入化的意境。

因此，他的印作文彩绚烂，刀法峥嵘，既继承
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1986年、1989年先生曾两次应邀赴新加坡讲学和
举办个人书画篆刻艺术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艺
术家。

沙曼翁说，书法肯定要继承，先继承才能传
下去，当然完全受老师的局限也不可取。他有句
名言：“学我者死叛我生。”故而搞艺术要敢于变、
善于变，事物都在变，天天变，字不变不行。可如
何变就要用心思。书法是有源有流的，不同的时
代有不同的变化。他在告诫后学者要敢于“背叛
老师”方面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他的师兄邓散
木，篆刻方面主要求教赵古泥先生，当年沙曼翁
30 多岁，散木先生 40 多岁，沙曼翁曾对邓先生
说：“你刻印的功夫已很好，完全可将赵古泥印风
放一放，另师秦汉。”

本报讯（记者 夏金城）由丹徒区篆刻艺术推
广协会和丹徒区教育局、区文联共同举办的丹徒
区第十届“新蕾杯”校园篆刻大赛评比结果日前
揭晓，颁奖会上周举行。

本次大赛以该区宜城中学“三风一训”为主
要内容，旨在传承篆刻艺术，赓续中华文脉。大
赛共收到来自全区29所中小学，200余名学生创
作的240件篆刻作品。经专家评比，有40件作品
获一二三等奖，128件作品获优秀奖。

颁奖会上，主办单位向获得一二三等奖的
40名同学、13名优秀指导教师、4所优秀组织奖
学校以及 128 名优秀奖作者颁发了证书和奖
品。丹徒区政协原副主席、区篆刻
协会会长张国金到会讲话。

句容篆刻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笪伟）上
周，句容市华阳中心小学举办
的篆刻展受到广泛关注。近
年来，句容市将传统印章篆刻
艺术引入校园，成立篆刻
社团，丰富学生校园文化
生活，让更多学生在实践
中感受优秀文化、认同优
秀文化、传承优秀文化。

据了解，自 2015 年
开发区小学成立第一家
篆刻社团以来，句容陆续有
22 所中小学成立了篆刻社
团，通过开设篆刻兴趣班，教
授学生们篆刻艺术，更好地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进校园素质教育。

本报讯（记者 笪伟）近日，
扬中市篆刻协会举行成立十周年
庆暨篆刻艺术体验馆揭牌仪式。
据了解，篆刻艺术体验馆是市篆
刻艺术推广协会和新坝镇联合村
共同打造的集篆刻艺术体验、培

训、实践、展览等于一体的
多功能的艺术基地，通过篆
刻艺术视角来展示我市篆
刻艺术的部分成果。

篆刻艺术体验馆开馆
以后，扬中市篆刻协会将
联合村两委、文化旅游公

司，定期邀请专业老师开展培
训，让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感
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书推介：《印材菜谭》

《印材菜谭》一书由镇江市
篆刻艺术推广协会会长冯士超
编撰，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稿为“现代篆刻丛书”
之一，讨论关于印材的种种话
题。全书分 8个部分：赏“芯”
悦“木”、投石问“璐”、玉石俱

“闻”、五彩缤纷、陶然自得、
骨瓷说起、“金”雕“锡”琢、篆
刻印章灵动活字印刷，分别
介绍了木质印材、石质印材、宝石印材、陶瓷印材、竹质
印材、骨质印材、金属印材的原料特性以及印章与活字
印刷的演进关系。 (邓世安）

印面：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清（边款：市委要求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
前”,唐朝诗人王湾写下的千
古名句，描绘了一幅“绿水青
山”的镇江画卷。2021年 3月

1日，省生态环境厅与镇江市合作共建全省首家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市，市
委要求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让镇江大地的天
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
美！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
新创业福地、山水花园名城”，为美
丽江苏建设提供“镇江经验”。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篆刻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在点面、结
体、刀笔、布白流露出一种精
神气质，一种生命的化境、一
种生命的原创力。纵观五年
来带着孩子学篆刻，我更
好地体会到素质教育的内
涵和要义。

在教孩子学习篆刻的
过程中，我有这样几点感
悟：

首先，字法教学是篆
刻教学中的一大难点。由
于篆字与现代汉字在样貌
上不同，小学生在理解篆
字方面有些困难。篆字的
字法过于生涩难懂，但字
法在篆刻中又是一项必不
可少的学习点，所以字法的教
授成为我绞尽脑汁的教学难
点。我尝试了几种方法：通过
汉字的象形特点去加深学生
对篆字的认识；课前提前准备
各种字体的碑帖，借助辅助软
件 App；也尝试与美术课堂的
融合。从查找篆字，到书写篆
字，到篆刻自己的姓氏。

其次，设计印稿也是难
点。反写上石，是将字或是图
案反向画在石头上，这需要学

生有一定的空间思维能力。
由于学生对篆字的理解有所
偏差，设计印稿也成了教学难
点之一。在讲解印稿时我让
学生临摹印稿，让他们在临摹

的过程中练习画印稿。每
刻好一方印，最好让孩子
们先在纸上按原印三四倍
大小逐笔描画。

第三就是要让篆刻教
学有趣味。或许自己是美
术老师出身的缘故，在探
索材质时，自然联系到美
术课《玩泥巴》《图形印章》

《雕萝卜》《青铜艺术》《木
版画》这些课，孩子们把作
品刻在自己喜欢的载体
上，有的刻在肥皂上，有的

刻在小葫芦上，有的刻在萝卜
上，有的刻在果壳上，有的刻
在干透的紫砂泥上，有的刻在
木板上。试想在篆刻社团中，
是否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尝试
更多种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寻
找并刻一刻、印一印？如此一
来，篆刻材料的多样性便得以
体现，学生也能够感受到篆刻
带来的更多快乐。
（作者为黄墟中心小学教师）

谜底可发 1173143060@qq.com邮箱，猜中谜底的前 10名读者可
前来西津渡朱方印社领取篆刻纪念明信片一套（奖品由江苏润康冷
冻食品市场有限公司提供）。

上期获奖读者：庄增强、吴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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