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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笑工作照

本照片由《宁夏日报》记者田春林拍摄，发表于《宁夏日报》

1997年 6月 2日第 2版。具体内容为：宁夏日报社退休干部李笑，
自学篆刻，为退休生活增添了乐趣。3月初始，他用了一个月的时

间，篆刻一百方“寿”字石印，组成“庆回归”画幅，以表达对香港回

归的喜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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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心造印
张怀武

年近百岁的浙江篆刻大家叶一苇先生倡言“诗心造

印”，意思是说，要用诗人的情怀去审视、创作篆刻作

品。如果你认真鉴赏过李笑先生的篆刻集《古韵石

痕———心吟目游百枚》，就会看到方寸间灵动之文字，

朱白之相宜，纵横之章法，淋漓心吟目游百枚尽致间，

展现出耐人玩味的古雅逸趣，回味隽永。虽无书法之挥

洒自如，少绘画之色彩明暗，却另有一种古朴和浑厚情

致，蕴含着作者特有的审美情趣、丰富哲理和艺术修

养。你会感叹：李笑先生的篆刻创作将古诗与图画紧密

结合，不仅实践了“诗心造印”这一理念，而且还有创

新，展现了自己的风格。这一实践提升了篆刻艺术的内

涵，极大地增强了篆刻艺术的欣赏性，令人玩味其中，

乐趣无穷。

篆刻艺术的起源据《春秋运斗枢》载：“黄帝时得龙

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皇符玺’。”《春秋合诚图》则说得

有声有色：“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

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

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把篆刻的起源归之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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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吟目游百枚

灵的创造和赐予，显然是一种传说。而实际上，滥觞于殷

商时代的甲骨文拉开了篆刻艺术的序幕。到了周代，随

着社会活动的增多，人际交往频繁，需要取信于人的凭

证，于是以青铜质为主的印章（那时称为玺）出现并兴起

了。上面刻铸的文字和青铜器一样，是当时应用的籀书

（大篆）。到秦代，印文则由籀书演变成小篆，印章的名称

也有了区别：帝王用的称“玺”，大臣和百姓用的叫“印”。

汉代印文又由小篆演变为缪篆，篆法平直方正，近似隶

书，深厚古朴，外拙内巧，极富创造精神。国画大师齐白

石对秦汉印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刻印，其篆刻别具

天趣胜人者，惟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

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魏晋六朝继承了秦汉印的优良

传统，并发展了多字印。隋唐以来，官场多用大印，印文

大兴所谓“九叠文”，失掉了传统文字的美，给后人留下

了不良的影响。

宋元以来，印章的用途开始由实用的取信凭证走向

艺术，各种吉语印、书画印、观赏印、纪年印、花押印、斋

馆印、收藏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内容无所不包。虽被

称作“闲章”，却反映了文人的意趣、企盼和追求，如“长

寿”“同心”“君子有志”“思无邪”等。清代郑板桥刻有“青

藤门下牛马走”一印，以表达对明代画家徐渭（号青藤）

的敬佩之情，而雍正皇帝则刻“为君难”一印，以表达自

己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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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书画，讲究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在欣

赏书画作品时，总是先从印章的欣赏入手，从印章来识

别书画家的学识与修养。一枚好的闲章，除了让人玩味

外，还是篆刻家和书画家水平高低的无声的自我展现，

有“闲章不闲”之说。

宋徽宗赵佶编辑出版的《宣和印史（谱）》被印坛传

为盛事。

自有印以来，治印的材料多是硬度相当高的金属

（铜、金、银、铁）或玉石、象牙、兽角等，大都由专业的刻

工来刻铸。直到元末画家王冕创用青田花乳石自刻印

章，文人才开始脱离了与专业刻工的合作，个人的才智

得以充分发挥，争奇斗艳，名家辈出。明清乃至近代，篆

刻艺术展现一派繁荣景象。所以，印坛有“印宗秦汉，篆

刻宗清”的说法。

肖形印，又称生肖印、图形印，是秦汉篆刻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入印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描绘当时人们

鼓瑟弹琴、歌舞伎乐、车马出行、乘龙跨虎等活动场面

的，但最常见的是虎、马、鹿、羊、熊、龙、鱼、雀、龟及鸵

鸟、犀牛等珍禽异兽。匠师们以惊人的艺术手段、古朴典

雅的造型、洗练传神的笔触、严谨的构图、强烈的装饰性

以及沉郁浑厚的风格，于方寸之内，创造出一个个丰富

多彩的缩微图案，摆脱了对书画的附庸，有着相当高的

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诗心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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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吟目游百枚

李笑先生说他“创作古诗配画的初衷是想把传统篆刻

中比较抽象的肖形印，演绎成具象化，试图向木刻、绘画靠

近，仅仅是一种尝试而已，不敢说是创新或发展。这种古诗

配画的形式，如同小画书，有图、有文字，两相对照，读起来

通俗易懂，便于被人们接受。既宣传、普及了篆刻，又彰显

了绘画艺术，吸引了人们都来尝试”。

李笑先生认为：“篆刻艺术，其实是一门‘造型艺

术’。形有具象，有抽象。从艺术的‘抽象’到‘具象’，再

从‘具象’到‘抽象’，演绎的结果，是‘造型艺术’得以发

展。‘古诗配画’中，有的采用了卡通形象来表现，如《相

思》《咏鹅》《悯农》等，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

将卡通形象融入篆刻之中，是李笑先生的创新，也

是对传统篆刻艺术的突破。这样做有一定的难度，没有

扎实的功力、深厚的学养及开阔的视野是不行的。这一

点，李笑先生不但做到了，而且得心应手，“刀在石上刻，

心在画中游”，“方寸天地，气象万千”，“诗心造印”在此

得到了真正验证。

李笑先生今年年届八十，篆刻创作是从退休后的六

十三岁开始的，靠自学入门，但一出道便身手不凡。1997

年，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创作的百方篆刻作品《百寿图》在

自治区展览馆展出后，广受好评。又以“夸父追日”精神，

创作“古诗配画”一百首（二百方）。有人说，这得益于先

生的灵气和艺术素养，因为李笑先生能写会画，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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