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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农赵远强

印农，本名赵远强，字印农，号丈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

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雕刻委员会委员。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汶上县，毗临中国儒

家创始人先师孔子故里，辛亥先烈陆军少将王踽臣后裔，先祖为清末举人，家学渊源，自幼深受其

祖父、山东著名书法家、名医赵子佩先生影响，学诗、作画、治印，尤以治印见长，独创组合印，

气势宏大，新颖独到。20岁石刻“印间耕耘一农夫”仿汉图文肖形印，此后以印农为字号。1990

年，在京举办了个人篆刻展，1992年出版个人篆刻专辑《赵远强组合篆刻》，又名《佛说阿弥陀经

组合印》，其后又先后出版编写了《篆刻初步十八讲》、《篆刻基础》，1994年，首创巨幅组合篆

刻作品“卧佛图”，作品长6米，高1.9米，由一部篆刻完整的佛说阿弥陀经印章组合而成，远望似

山是佛，气韵宏大，天降奇花蔓陀罗，经中有佛，佛中有经，构思绝妙，1995年创作完成世界上最

大一枚印章作品——“天下第一玺”，作品总重2600千克，印下配有重约1500千克的须弥座，内容

由中国易经中“元、亨、利、贞”四字，及“九州永泰”、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祥

瑞组成，元以仁为本，亨以礼为宗，利以义为干，贞以固为质，寓意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幸福，两

件作品分别荣获两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同年五月，作品由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1996年创作完

成中国最大的三件套组合印，印中敬刻藏教密宗之“金钢杵菩萨”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咒语及

“十相自在”图，1997年创作了大型仿汉九兽拱璧连珠印，1999年应邀创作了中国万里长城图十关

关防大印，并印制成明信片在全国发行。

印农治印初法吴让之、吴昌硕，后受汉印“长沙顷庙”的启发，加之参以汉将军章的直凿刀

法，并将多种刀法自由运用于篆刻中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深受人们喜爱，其书法篆刻作品多为

社会名流及博物馆珍藏。为更好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自2006年至2010年，印农先后赴法国、俄罗

斯、哥斯达黎加、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文化交流，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艺术活动到访伏尔加

河沿岸十州，回国后将出访感想编写了《吻你！俄罗斯》一书，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被

俄方授予艺术大家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2008年应邀参加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后的首次国际艺术

节。在多次的国际文化交流中，除篆刻艺术外，印农更将书法艺术以速写的方式介绍给外国观众并

引起共鸣，曾被记着赞喻为：“一时间洛阳纸贵！”他将此种融愉悦于书艺的方法称之为“快乐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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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玺印概论

大约在公元前13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使用印章，表现出高度的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所以

印章很自然的成为古中国文明的象征，于是一般人便错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印章，其实世界各地的印

章都是伴随着文明一起产生形成的，印章在中国古代除了在政治上代表权力和地位外，印章的用途

最普遍的是封检，古代印章除了用于封检外，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功用。

在中国印章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两大时期：一个是印章的实用时期，从商周延续至今，它是作

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和反映主人身份地位的标记，以及公私事务上的凭记；一个是印章的篆刻时

期，从隋唐起就出现了一些如“开元”、“贞观”、“端居室”一类的带有游艺性的印章，不过还

未脱离书画而独立，大约到了元以后开始重视印章，到了明代、文彭、何震两位大家扩展了印章的

内涵，才逐步形成以艺术欣赏为中心的篆刻时代，从我国整个玺印篆刻的发展史中，不难发现它是

一幅我国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和珍贵记录；只有了解古印，才能知道历史，只有了解篆刻，才能更

好的认识篆刻艺术的完整内涵。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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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云）

（月）

（雨）

（山）

（眉）

文字的形成与演变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与自然作最顽强的搏斗，坚强地繁衍生息下来，人们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便

利用结绳的办法，大事系大结，小事系小结，但是结绳只能证明某件事的大小份量，仍无法作更明细的

叙述，但我们从中已不难看出文字的最初某种起始形态，随着历史漫长的演化过程与人类的进步文明，

上古文字便应需要而发生，也使文字因形而具意，成为一种有趣的形象符号，从而使中国文字成为独特

的意象文字。如要学篆刻，首先要学习篆书，学习篆书必须学会识篆，必须对篆书的形体产生和演化过

程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也就是说学篆者要有些古文字学的基础，古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凡是在秦以前

的书体都统称为古文。

第一节

古体文字

一

象形文字与会意文字

［象形文字］

所谓象形，顾名思义就是将客观存在的事物具体形象描绘成一种具有形象的代表符号。随着物

体的自然形状将其描绘下来，以传达人们的某种意旨。如“日（　）”，像挂于天空的太阳，“月

（　）”则像夜晚天空的弯月，“山（　）”，则类似高低错落的山峰，“云（　），则更像空中

飘浮的云朵，“雨（　）”，则像自空而降的倾盆大雨，以上所例举的叫独休象形，它不用与其他

物体关联而可独自成字，再如“眉（　）”，因眉长于目上，“　”不能单独成字，而需与“　”

相互结合成字，这便是合体象形字，如下图：

［会意文字］

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文字相组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具有某种新的含义的字，如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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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像鸟迹始作文字
辩治百官领理万事

“仓颉，黄帝史也，生而神明，仰视俯察，其始制字曰故，与伏羲八卦相为表里。上古无笔墨，以

竹梃点漆，书竹简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像虾蟆子形，故曰蝌蚪文，又曰鸟迹书”。

创颉，上古时期黄帝的史官，相传他见了鸟兽行走后在地上留下的痕迹，心有所悟，并结合当时许

多人常用的记事符号等加以整理记述，变伏羲八卦为已用，从而创造了独具中华特色的象形文字；也有

相传仓颉是自天空而降的神人，他长有四目而且光芒四射，生而能书，被后人奉为造字神。至今在陕

西黄帝陵之南的白水县史官乡仍有一座建筑于距今2000多年前的仓颉庙，后经历代增修，包括前殿、正

殿、后殿、献殿、钟楼等建筑物，在后殿仓颉像下面相传有暗道直通墓中，仓颉墓为圆形土丘，高约一

丈，墓顶有一古柏，名“转枝柏”，相传此柏枝相传此柏枝干每年轮流枯荣，甚为奇异。仓颉做为黄帝

的史官他对整理中国古代文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家张也被称为“史官乡”。

（步）

（众）

（从）

（比）（暮）

（涉）

（采）

（陟）

的“步”字，是两只脚一前一后行走的形象（　），如若在两脚之间加上水，便成了在水中步行

的“涉（　）”，如若两脚在攀登，则在两脚的旁边加上“（　）土坡”，就成了登山的“陟

（　）”，两个人字一前一后相组合便成了“从（　）”，三个人字并列一起便是“众（　）”，

人多之意，“暮”则是太阳落入丛林之中“　 ”，“采”字则是用手来摘取树上的果实“　”，将

“从（　）”字反过来写则成为“比（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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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骨文

甲骨文是古人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

字，以殷商时代为主，是迄今为止人们公认

最早的形成系统的文字，因为最初发现于河

南安阳市郊的小屯村，这个地方曾是殷商王

朝的都城，即世称的殷墟，因此甲骨文又叫

“殷墟文字”，所记录的内容多是一些占卜

辞句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其中有许多

字目前还未辨识，如右图：

仓颉像

“甲骨文拓片”（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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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原形图片（上）2 甲骨原形拓片（下）（3）

甲午贞卜辞拓片甲骨文（4） 商代甲骨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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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商王，小乙之子，史书称武丁，武丁是庙号，为直系先王，是个有作为的商王，死后尊为高宗。据“史记，殷本

纪”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顺，殷道复兴”。

武丁时代龟腹甲刻字拓片（正面）(8)武乙、文丁时代牛胛骨刻字拓片（反面）(7)

武乙、文丁时代牛胛骨刻字拓片（正面）(6)

武乙：商王，康丁之子，史书亦称武乙。武乙是庙号，为

直系先王。“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

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毂，马八匹。”

文丁：商王，武乙之子，史书亦称文丁，太丁，文武丁是

庙号，为直系先王，卜辞中又称文武，文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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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时代龟背甲拓片（反面）（9） 甲骨文干支表拓片（11）

鹿头骨刻辞内容：“戊戌，王藁田……文武丁祕……王来征……”

鹿头骨刻字甲骨文拓片（10）



中

国

印

中

国

玺

印

概

论

一

8

［甲骨文干支表］

根据甲骨文记载，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已有对日食、月食的观测，在历法方面，根据对太阳的

周年视运动，即太阳每天在恒星间不断从西向东运行的规律观测制定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

日，当时已开始用天干（甲、乙、丙、丁……）和地支（子、丑、寅、卯……）配合起来记载日

期，到西周时期，由于人们认识的进步，依据对恒星的观察提出二十八宿的观点，由此把天球赤道

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组，从北半球观测，二十八宿正好在南方天空中横过，相继东升西没，由于

这二十八组恒星的位置是相对不变的，所以以此为坐标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七曜”，即日、月和

五大行星的视运行途径和一些不常见的星如慧星、流星、新星等的运行变化。

甲骨文干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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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骨刻辞］

人头骨刻辞是指将所需要记录之事刻于人之头盖骨，据史载，蛮荒时代商王在征战胜利后，

为示敬意，往往将俘获的敌方部落头目杀戮后以祭天帝鬼神，并取其头盖骨刻辞以炫耀武功，如右

图：

人头骨刻辞：“人方白……祖乙伐”殷墟出土之刻辞人头骨，大多属帝乙、帝辛时期。

人方：商代方国，史书称作东夷，帝乙、帝辛时人辞有．“王来征人方，在攸”的记载，征人

方所经之地，大多在今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境内。

帝乙：商王，文武丁之子，帝辛（纣王）之父，帝乙是庙号，为直系先王。

帝辛：商王，帝乙之子，史称纣、受。相传帝乙长子日微之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

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帝辛继其父帝乙征伐东夷即卜辞中的

“人方”。

另类祭祀甲骨文
“人头骨刻字拓片”

甲骨文原形图例（一）

内容为记载有关耕种的事宜。

“众人协田”牛骨刻辞，内容“大令众人日： 田，

其受年，十一月”’，此为商王命令众人进行协田活动

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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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原形图例（三）  

记载有关战争事宜。牛骨刻辞，其内容记述

甲辰之夕有大骤风，北方有敌人入侵等内容。

甲骨原形（四）

记载打猎经过。“祭祀狩猎”朱骨刻辞

骨版正面刻辞4条，背面2条，共160余字。

甲骨原形图例（二）

上刻有关占卜用语。“古贞般有祸”

龟卜甲刻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