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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书名《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志》。
二、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总论、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传略、中国古

代手工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源、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姓名笔画索引、中

国古代手工艺术家字号异名笔画索引等五个部分。

三、本书在每一类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传略之前都冠以分论，详细
论述该种类手工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一些著名手工艺术家的艺术手

法、创作经验；该类手工艺术的工艺特点、制作方法等。

四、本书共收录各类手工艺术家三千五百三十九人。时间上迄传说

中的夏朝．下至清朝。各位手工艺术家均一人一条分别介绍，按其所从

事的主要手工艺术列人相应的各类。各类的先后顺序如下：

(一)治印

(二)刻石
(三)琢玉

(四)叠石

(五)雕刻

(六)匏器

(七)陶瓷

(八)雕埋
(九)漆器

(十)玻璃

(十一)金属

(十二)断琴

(十三)珐琅

(十四)制笔

(十五)制扇

(十六)织绣
。 (十七)造纸

(十八)制砚
(十九)造墨

(二十)版刻

(二十一)轮捩

(二十二)其它

以上共22类。每类根据资料多少，人数也不尽相同，多则数百人，

少则十余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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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书各位手工艺术家传略，总的原则是着重介绍他们各自的姓

名、字号、室名和异名，所在的籍贯，所处的年代或生卒年，所从事的

手工艺术种类和重点作品，身世、家族和社会关系及其性格、爱好，艺

术风格与成就等。鉴于资料来源的局限性，每位手工艺术家的介绍内容

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的只介绍其中的一至两项。

六、本书各类手工艺术家所处的年代，根据掌握的材料考证。有的

用绝对年代，有的用相对年代。所谓的绝对年代，即具体的生卒年，用
(X X—X X)的形式以公历年表示，其中有的人只知生年而不知卒年，

或只知卒年而不知生年，凡不知具体年者，皆用“?”表示。所谓相对

年代，一般用某朝代，或某朝代的早、中、晚期，或皇帝的年号来表示。

凡有皇帝年号出现，一般均用(×X)或(X X——X X)的形式注明

公历年。个别手工艺术家因无法查到相对和绝对年代者，原则上列在各

类的最后部分介绍。

七、本书各类手工艺术家不论属于哪一类，原则上均按每位手工艺
术家所处年代的先后顺序统一排列。

八、本书各位手工艺术家的籍贯，凡与今地名不同者，皆用括号注

明现在的地名。不可查者仍用原地名。 ·

九、本书各手工艺术家的有关资料，绝大部分摘自有关的典籍、地

志、野史和档案笔记，也有少部分摘自出土文物报告、传世文物的铭文

款识和近人著述。其中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的，原则上全文或部

分加标点摘入本书。其中有些资料是近人用白话文著述，或虽出自古

籍，但所述内容基本上与本书传略相同或相似者，原则上不摘入本书。

但不论何种情况，一律都注明原书出处，以备查找。

十、本书各手工艺术家的资料与资料来源，原则上摘自一书者为

一条，按手工艺术家传略的分类和排列顺序，统一用阿拉伯数字1．
2．⋯⋯排出号码。手工艺术家传略中每一位艺术家姓名之后的方括号

内的号码均与资料与资料来源中的号码相对应，读者可按之寻找所需
的资料。

十一、本书手工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源中，凡两人以上同在一个条

目中的，其排号的原则是以在手工艺术家传略中先出现的那一人的顺序

排出号位。如果一位手工艺术家既有一人一个条目，又有两人以上在同

一个条目中，一般单独一人一个条目的排在前面，人数越多越往后
排出。

十二、本书手工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源条目中，若在一个条目中有

两种手工艺术家合为一条者，合编为“综合类手工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

源”，排在“其它手工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源”之后。个别增补的手工

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源也包含在此类中。

十三、个别身兼数项技艺的手工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源分别收录于

相应的种类手工艺术家资料与资料来源中，请按传略部分姓名后所附号

码分别查找。

十四、本书各手工艺术家传略条目，是按分类和年代先后顺序排列

的，为方便读者，可在本书后面所附“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姓名笔画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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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中查找所需内容；只知某位手工艺术家字号或异名，而欲知其姓名

者，可在本书后所附“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字号异名笔画索引”中查找

所需内容。



总论

——手工艺术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这片可爱的辽阔土地上
生息着的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
族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手工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乃至世界艺术之

林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秀

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但长

期以来，人们对手工艺术及其创造者有一种偏见，结果使得有关手工艺

术的资料，比之其它艺术品的资料少而又少。今天，我们有责任把这种

传统的偏见和习惯纠正过来，花大力气研究和总结它的生产发展过程和

长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以便全面了解中国文明史，更好地为祖国创

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

手工艺术作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一个门类．鉴于资料较少，研究还
长期处在不正常的阶段，因此对它的许多认识是不深入的．一些结论和

提法也尚未统一。如，手工艺术包括哪些类别，各类别如何区分，以及

各类别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人们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具体的分类

中，曾出现过“广义的手工艺术”和“狭义的手工艺术”、“特种工艺美

术”和“民间工艺美术”等分类法。还有人主张，工艺美术就是特种工

艺美术，也有人主张实用的艺术品才叫工艺美术。如此等等。

上述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但也有值得探讨、研究

的地方。所谓工艺美术(在此说明一点，从本书所收录的诸多艺术门类
的内容和定义来看，笔者主张应统称为“手工艺术”为确，因此本书书

名即采用了这种提法，但在总论中考虑到“工艺美术”的名称由来已

久，因此在探讨一些有关问题的时候，仍暂时沿用)，从词义上来说，

它包括工艺和美术两个内容。工艺，是指对各种原材料、半成品进行加

工、装备或处理，使之成为一种产品的方法与过程，是人类劳动中积累

起来，经过指导和校核，并不断发展的操作技术经验。美术，是艺术中

的一个门类，它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色彩、可视的图
像纹饰的作品，来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其中包括绘画、书法、建

筑等。工艺美术只是美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凡此说明。一块天然的石

头不能称之为工艺品，而大米、面粉等，虽经过加工制作，但它也不是

工艺美术品，只有那些既经过工艺加工。又能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思想

感情的产品，方可构成一件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无疑会有粗有细，

有繁有简，其制作者既可以是统治者，也可以是被统治者，它们中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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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品很难说明只有哪一种人可以使用，例如陶瓷作品，因此把工艺美

术品分为特种工艺美术和民间工艺美术，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有人认

为，特种工艺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界限是以作品的题材内容来区分，

特种工艺美术的题材内容是统治阶级精神思想的反映，而民间工艺美术

内容是人民性的产物。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社会，其思想道德，包括它

的艺术观，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思想的反映，如封建社会只有封建思

想占主流。可见，以思想内容来划分特种工艺美术和民间工艺美术的提

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凡符合前述两个内容的作品就统称它为工艺美术品。而在工

艺美术品中又分别出其它名目，就目前的论据而言，是很值得重新认识

的。符合上述两个内容，即，既包含工艺，又有美术性的作品，是十分

丰富的。它们中既可按传统的分类法，还可以在传统的分类中再细分出

若干种，不论何种分类法，其划分的原则有三：一是以使用的材料来
分，如玉、石、金属、陶瓷、漆、玻璃、珐琅、匏器等；二是以制作的

方法来分，通常有雕刻、雕塑、织绣、火绘、剪纸、传拓、装潢等；三

是以用途来分，常见的有笔、墨、纸、砚、琴、扇、匣、灯等。当然，

有些门类即使在同一类中，也还可以细分，如玉，本身也是石的一种，

放在石类中并不是不可以，但考虑到他们的制作方法不同，而且传统习

惯上历来都是分开论述的，因此，把它单列一类也无可非议。再如叠

石，其制品也是石材，但它不施纹饰，而是以整个造型的奇特来表现它

的艺术美．所以它也可以从石类工艺美术品中再分化出独立的一类。本

书就是根据上述分类法的原理来综合分类的。还必须说明，有些类是否

包括在工艺美术品中，目前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刻印、雕塑等，有人主

张不属工艺美术范畴，这种分类法尽管有合理之处，但考虑到他们均为

手工制作的艺术品和有关工艺美术品种的全面性，在未把问题解决之

前，本书也收在其中。

一件完美的工艺美术品应具备的条件是多方面的，它包括质料、色

彩、艺术手法、造型、构图、思想内容等。这些内容既可用它们的统一

美来表现，也可突出某一方面来反映。即使突出它的某一方面，也并不

是千篇一律的。如色彩，可以富丽堂皇，也可以淡雅取胜。又如质料，

高至金玉，下至片瓦块石，及至泥土，都可以为艺术美增添成分。但这

些内容中尤为重要的以是艺术家技艺取胜，一个有成就的手工艺术家，

即使用一种平凡的材料，经其创作后，也能达到巧夺天工之妙。若作品

粗糙，或过于争奇斗艳，即使是金玉之材，也只能得到与材料等价，或

得不到原材料的价格，直至成为废品。本书所收录的手工艺术家，其选

人的标准，就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

成就者，即被人誉为身怀绝技或有鬼斧神工之能者。此外，在不同的年

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手工艺术品中，确有代表性或具

有史料价值的人物也兼录一部分，以供工艺美术史研究者参考。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作为人类文明史创造者一个组成部分的手工艺

术家，虽然制作了无数的手工艺术品，有的作品成为今日的无价之宝，

其人其事也广为人们所传颂，但我国的正史是很少有记载他们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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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名人传记与辞典也都忽略不录，而以往有影响的工艺美术史专

著及文章中，即有所述，也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这种情况正是对手工

艺术及其创作者存在偏见的具体反映。正是由于这种偏见，造成今天有

许多手工艺术家即使创作过大量的艺术精品，也无从发现他们的资料。

因此，有许多符合上述标准的伟大作者，特别是早期的作者，无法在本

书中见到。这里所收录的手工艺术家。其材料主要是从地志、野史、文

人笔记和诗文及宫廷档案中发现的，因此有的材料往往是只言片语。很

不全面和系统，有些还有歪曲丑化之词，或是来自传闻，或是后人追

记。本书的作者传记，均有所考证和筛选，根据材料的多少，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杂录在各种著作中的手工艺术家，有的未完全把他们的

事略综述在传记中，有的在不同的书中有不同的评论，有的材料虽短，

但极为珍贵．为供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本书均将他们的原始材料和出

处经标点后附录于后。

中国史书，特别是正史，之所以极少述及手工艺术家的生平事略，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客观原因，更主要的是主观上的原因。在过去的

士大夫阶层看来，手工艺术是“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把一些喜

爱手工艺术品的人称为“好事者”，而收藏家则被斥为“不务正业”、

“玩物丧志”者，这无疑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庆幸

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许多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人物，他们著述过
一些有关工艺美术的不朽之作，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元末陶宗仪的《辍耕

录》、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明中期黄成《髹饰录》、明末宋应星《天

工开物》等等。他们的著作把古代许多工艺美术记录下来，成了今天工

艺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要资料来源，但不足的是所有这些书都未把制作家

全面系统地记录下来。清末李狷崖<中国艺术家传征略》、近人俞剑华

等人编著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为补以往之不足也作过许多努力，

开创了收录手工艺术家的新纪元。但鉴于时代和史料的局限性，两书或

有史料而无传，或有传记而无史料，更为不足的是，所录均侧重于书画

艺术家，而不注意更多的、以往被人遗忘的手工艺术家。其中有些品类

也或全缺，或极不全面，这又是一种美中不足的现象。本书的意图，一
方面把以往颠倒了的历史纠正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方面更有

意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使读者对中国手工艺术和制作家

有一个较为全面、较系统、较客观的认识。

在中国文物宝库中，手工艺术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的收藏在博

物馆中，有的散落在民间，有的流出国外，更有无法统计的一大部分埋

藏在地下而未被发现。一部分刻有作者的文物，很多只是留下不完整的

几个字，有的只有姓氏而无名，有的只有字号或斋堂室记。有的还是假

托他人姓名的伪作。总之从文物中的铭文款识来认识作者的情况，就如

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尽量从他们的别名、字、号

和斋堂室记中人手。侧重于把他们的相对和绝对年代、籍贯、社会亲属

和流派传承、官职、特长与兼技、所制作的具体作品等摘入。这对研究

文物、鉴定和鉴赏文物，评价某一作者的技能与成就，显然有极大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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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手工艺术品中。有的历史长达几千年，最少的也有几百年的

历史。有的品类作为传统的手工艺术品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有的则因历

史上的种种原因而失传。往往有这种情况，即看到某一种历史上制作的
手工艺术品时，对它的制作方法、产地和年代等很难确定。本书在论述

部分和各作者的传记中，占有很大比例是讲述这方面的问题的，以利于

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手工艺术品的产生发展情况，有些失传的技法也许在
他们的原始材料中能找到。

历史上每一个手工艺术家，表面上看去好似独立的，其实他们中的

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各种情况，从一个
侧面了解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

化艺术、宗教活动、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总之，此书也可以说不仅是

中国历代手工艺术工具书，更是一部中国文化艺术百科全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不失为一部从另夕b一个角度了解中国历史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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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印手工艺术家

印章，是我国古代艺术之林中一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魅力的艺

术品类。它包括制钮和篆刻两项内容，其中制钮是与石刻、琢玉、雕塑

等艺术门类密切相关的，而篆刻又与书画艺术密不可分，因此，可以

说，印章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品类。
最早的刻印材料可能是石头，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印章的雏

形应该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所从事的制陶生产。当时的陶器

纹饰除了常见的剔刺法、刻划法和堆栈法之外，还经常使用拍印法，这

种纹饰制作的手法是先用刻划好纹饰的烧结泥块模子，或者再简单一些

的使用现成的、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的木块、木枝等天然纹路、形状，

在准备人窑的陶胎上拍印、压印出所需的纹样。这样一来，拍印纹饰所

使用的泥模，或其它质地的模子，就成为印章最早的雏形。当然，它的

意义与后世的印章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只不过当我们为印章寻找它的

历史源头的时候，不应该否认和不充分考虑到它的影响。

目前的实物资料表明，早在东周的时候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石刻印

章了，而石刻印章从此时出现开始。历代都有，并且随着印章艺术的发

展，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比例。在漫漫两千余年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

了铁质、铜质、玉质、金质、银质，甚至木质、竹质等众多的印章材料。

一般来讲，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多用铜质等金属材料铸印，石刻印章和

其它质地的印章，是在元、明、清三代才成为印章中的主流。

制印者在早期都是以铸印、刻印工匠的身份出现的．归属于政府的

职能部门严格管辖。由于他们的地位很低下，因此，无论是在正史，还

是野史中，都很难见到有关他们的记载。至于民间的制印者，更是湮没

在历史的长河中。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制印者资料，仅仅限于元代以后，

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印者已完全不是匠人的身份，而大多数是文人，而

且有许多人是当时当代著名的书画家、诗人、学者。例如王冕、程邃、

汪智、席上锦等人，均是文人学士，张照则能书善画，又官至刑部尚

书。由于这些人精通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社会地位，促

使印章除了过去固有的信证作用之外，又成为人们喜爱的玩赏品、艺术

品。所以，有关这个时期制印者的资料记载才会很丰富。

制印手工艺术家中，大多数人都有各自选用不同石料的喜好。如王

冕作印，开创了用花乳石刻印的先河；何震喜欢使用灯光石；杨玑、周

彬多用田黄石和寿山石；汪智专门选用桃花石等，由于经过他们的选

用，加上文人的极力推崇，这些石料都成为今天著名的刻印石料。例如

其中的田黄石，产于我国福建省，古今都十分难得，丽其价值甚至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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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宝玉；寿山石也是一种刻印用的上佳石料，清初皇帝用的玺印多用

寿山石刻制。由张照篆书并刻作的供雍正皇帝使用的“雍正御笔之宝“

一印，就是用寿山石制作的。清高宗弘历所用“古稀天子”等印是用田
黄石制作的。

一方好印除了选料和书体要精美之外，还得有考究的印钮。钮上的

装饰主要是动物，也有花草人物的。早期官印中可以依据不同的钮制来

区分使用者的身份和官阶。后期则除了龙钮这一特殊钮制之外，其它的

钮制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这一等级意义。但是，有许多制印家往往有自己

特定使用的钮制，有的喜欢仿古的螭龙狮虎，有的精于刻飞禽。明清时
期还有在印钮上刻作人物和山水楼阁图案的。据载，张日中制钮，不仅

所制鸟兽虫鱼之钮能直追汉代．而且能时出新意，刻作新奇，他所作的

动物神态逼真，动感十足；福建人周彬、杨玑制钮侧重于狮虎猛兽，而
制作小件的则往往为罗汉形象。

另外、归入本类的制印家往往不单单是能刻制印章，而且能够身兼

数艺，除了制印之外，还擅长刻石、雕塑、书法、绘画等等。例如汪智，
刻印不仅精妙，还能雕刻桃花石山子，其上满饰楼阁林木、人物花鸟，

被当时誉为一绝；再如席上锦，自学制作石柱础上的辟邪，随手而成，

超凡脱俗；还有杨玑又能作伏虎罗汉，现在仍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堪
称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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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颞【1～8、18、20】
(1254—1322年)元中期浙

江湖州人。字子昂，号松雪道

人、欧波、水晶宫、在家道人、

太上弟子，他的住处取名叫“松

雪斋”。元朝时官至翰林学士承

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

敏。著名的书画家和篆刻家。赵

盂颗自幼聪慧伶俐，才气过人，

无论篆书、隶书、行书、草书，

都能挥洒自如，自成一体，成为

一代书法宗师。同时他还擅长绘

画，学习李思训、王维、李成等

绘画大家。成绩斐然，其作品被

列入画中逸品。另外，制印也是

他的专长，融合当时流行的九叠

篆书体而创出独特的“圆珠

体”，一洗唐宋以来之陋习。与

当时的另外一位篆刻大家吾丘衍

并驾齐驱。著有两卷本《印史》，

收录三百四十方古印。另著有

<松雪斋集》等。他的夫人管道

界、儿子赵雍均善画。

吾丘衍【3、7、9、18、20、
40、121、140l

(1272—1311年)元中期浙

江太末(今浙江龙游)人，一作
吾衍、邱衍。字子行、子衍，号
贞白、竹房、竹宋、布衣道人、

真自居士。著名学问家和篆刻

家。性格旷达豪放，放浪不羁，

左眼、左足均有残疾。嗜好古

学，精通百家经史和许氏小学。

精于篆书，刻印力改唐宋之弊，
以玉筋入印，使治印风格由此一

变。所谓玉筋，是小篆的一种，

笔画纤细而工整，始自于秦朝丞

相李斯。吾丘衍著有《周秦石刻

音释》、《学古编》、《印式》。

王冕【10、1l、12、13、

14、15、25、497、1364、

2309 l

(1287—1359年)浙江诸暨

人，元朝著名书画家。字元章，

号老村、竹堂、山农、饭牛翁、

煮石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

等。幼年时家境贫寒，为人牧羊
为生。一次因为好学而在牧羊时

偷偷溜入学堂听课，结果等到返

回时羊已丢失，被他的父亲盛怒

之下逐出家门．跑到寺庙避祸。

夜晚便坐在佛像膝上就着长明灯

的亮光读书。后来此事被韩性得

知，惊异王冕之好学，便把他收

为弟子，终成一代大家，人称
“通儒”。

王冕善画竹石．尤其工于墨

梅。同时精于刻制印钮，独创以

花乳石为材料制钮。著有《竹斋

诗集》。关于他的出生时间还有

一种说法，是生于1310年。

朱硅【3、16、17、18、19、
20l

元朝娄东(今江苏太仓)

人，一作昆山人。字伯盛，号静

寄居士。精于制印、刻石，随吴

睿学习书法，精于篆书，他的印
章之术被誉为吴中绝艺。他的刻

石作品同样冠绝当世，据载，曾

为顾阿璜刻赵松雪的白描桃花马

图于石上。他嗜好读书，性格孤

僻，传说他读书十年不下楼，五

十不娶妻。著有<文集考》、
《名迹录》。

文彭【3、19、21、23—31、
44、45、46、461、1646、

2308、2309、2276】
(1498—1573年)明朝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著名的书画



IO 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志

家和篆刻家，曾任南京国子监博

士。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

子、国子先生。少承家学，随其

父文徵明学习书法，并白成一

家，性豁达，凡有求书者无不应

承。其刻印多作牙章，但往往只

是自己落墨而请李耀刻制。后来

文彭在南京得一灯光石，从此不

再刻牙章，而改为专制石印，冻
石之名扬于世，就是从文彭开

始。他的作品秀丽典雅，妍媚清

新，刻印章法被后人奉为金科玉

律。

何震【3、23、24、27、29、
31、44—46、53、54、71、

74、121，246、592、2308、

2276】

(1530—1606年)明中期婺

源(今江西婺源)人，字主臣、

长卿、雪渔。精篆刻，善画竹。

刻印篆法简洁，章法平正，讲求

精工，重神韵，尝说：“六书不

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

信也”。他首创切刀法制牙章，

刻印技艺与当时的文彭、王常共

称于世，据说文彭得灯光石都请
何震刻制。后来归隐秣陵，主持
承恩僧舍。所作印五千余钮，均

收于《印选》之内而传世。著有

《续学古编》、《印选》。

孙一元【32～36】
(1484—1520年)明朝关中

(今陕西)人，字太初，号太自

山人。善于赋诗，与当时文坛名

流常相唱和。与吴琬、施侃、刘

麟、龙霓共称“苕溪五隐”。好

庄老之学，居于太白山潜修道

学，并游历中原．谈仙论道。喜

好书法，他落款所用印章多为自
己刻制。曾为方唯一刻一印章，

由于方唯一有一个眼睛瞎了，因

此，他将印文三字相连而写，寓
意目字而戏谑于方唯一，后来此

事经人指点，方唯一才知其意，

遂毁弃不用。

王宠【3、22、37、38】
(1494—1533年)明中期吴

(今江苏苏州)人。字履仁、履

吉，别号雅宜山人。其祖先本来

姓章，因其父过继给王家为后，

遂改姓王。王宠精于书法，风格

拙中有巧，洒逸清丽，与文徵

明、祝枝山并称“吴门三家”。

同时工于绘画和篆刻，刻印与文

彭齐名。著有《雅宜山人集》。

周天球【3、22、24】
(1514—1595年)明朝江苏

长洲(今苏州)刻印名家，字公

暇，号幻海。擅篆书并能以篆入

印，同徐霖、许初齐名于世。此

外，善画兰。

徐霖【3、24、57、58、59】
明中期江苏苏州人，字子

元、子仁，号髯仙、髯伯、髯
翁、快园叟。著名的刻印名家。

精通书法，尤其善于刻制篆体印

章，布局章法以精奇见胜。

杨当时【3、39】
明朝隆庆、万历时期甬东

(今浙江省舟山市)人，著名的

诗人和镌印家，字汉卿。万历三
十四年(1606年)，他与苏尔宣

共同摹刻潘氏印范。

宋珏【3、41、42、43、92】
(1576—1632年)明晚期刻

印名家和书法家。福建莆田人，

客居于南京。字比玉，自号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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