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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

■■ 徐保亮徐保亮

从从《《安持精舍印话安持精舍印话》》探陈巨来圆朱文印学思想探陈巨来圆朱文印学思想

平湖版

小篆细朱文到了清末民初，分成两个体
系。一是以王福庵、韩登安为代表；一是以
赵叔孺、陈巨来师徒为代表，这是相对传统
的一系。但是元朱文到陈巨来时代才进入
了一个光风霁月的境界。

陈巨来自谓先学赵叔孺、黄牧甫，此后
则取法汪关及秦古印，又遍观宋元名迹收藏
印，才得元朱文要义。其作品之所以能得到
那些学识渊博，有着高深艺术修养的才俊名
流，诸如吴湖帆、张大千、溥心畲、叶恭绰、冯
超然、张伯驹、沈尹默等的激赏，决非偶然，
这中间肯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
我们思考。

1982年陈氏自选历年所作之精严者四
百余钮成《安持精舍印冣》，由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版，内附《安持精舍印话》一篇。此
书前文有一内容简介尤为重要，其言道——

《安持精舍印冣》作者陈巨来，邃精篆
刻，垂六十四载。尝遍览海内珍藏印谱，心
摹手追，探撷众长。初服膺赵撝叔、黄牧
甫，以窥堂奥。嗣经高野侯（时显）启迪，始
沉浸于程穆傅、汪尹子、巴蔚祖之作，寝馈
其间，汲其神髓。又专攻元朱文，探索从入
之途。及读平湖葛书徵辑《元明清三代象
牙犀角印存》，进而究研元朱文源流正变，
考求章法刀法，矢志拓辟蹊径，深获其师赵
叔孺点拨、奖掖，许为“刻印醇厚，元朱文为
近代第一”。因是索之者踵至，浙皖粤蜀京
沪等博物馆、图书馆，曾相继汇刻元朱文考
藏印。当代书画各大家若张大千、溥心畲、
吴湖帆、叶恭绰等姓名章、收藏印、书画印、
闲章，多出安持之手。一时海外艺苑亦嘱
件纷集，所作遂远递重洋矣。奏刀之余，殚
心论印，裒然盈尺，著有《安持精舍印话》，
辑有《古印举式》等。

上文可以看出陈巨来的印学之路是一
种溯源而上的方式，先是服膺赵之谦、黄牧
甫、巴慰祖等人，然后溯源而上学习元朱文，
然后再是秦汉印信，最终返身回顾选取圆朱
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安持精舍印话》共
二十一则，2000余字，为陈氏 40余岁所著，
所论均精辟绝伦，入木三分。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说，陈巨来欲从理
论直窥篆刻之堂奥，考求章法刀法，纠正古
人书中错讹之处，深探秦玺汉印进而研究元
朱文源流正变，矢志独辟蹊径。我们可以从
以下几段话中略窥一斑。如：“夫治印之道，
要在能合于古而以章法最要，刀法其次者
也。旧传一十四种刀法之说，是古人故为高
谈炫世之语，未足信也……关于篆刻昔人之
著书立说者，亦云夥矣，其间名名云，固多然
讹舛之处，亦复不鲜。”

其次，从技法来说，陈巨来也大有求道
问古之处。

虽然，圆朱文印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中，其技法准则始终未易，大有如下几个方
面：一、入印文字的标准——“纯宗说文”；
二、线条语言的运用——“宜细宜工”；三、章
法结构的原理——“布置匀整”。而相对于
风格而言，其技法要求更高，整饬感、平稳
性、工整度达到了技术层面上的一种“极
端”，若陈氏语：“其篆法、章法，上与古玺汉
印，下及浙皖等派比较，当是另一番境界，学
之亦最为不易。”而在圆朱文方面，陈氏也
有这样的论述——

宋圆朱文，创自吾（丘衍）、赵（子昂），其
篆法、章法上与古玺汉印下及浙、皖等派相
较，当另是一番境界，学之亦最为不易。要
之，圆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划不尚增减，
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魄毫
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梗无
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人所有不
必有，人所无不必无，则一印既成，自然神情
轩朗。

以余所见，穆倩、予籍之浑穆，长庚之遒
劲，而尹子所作最多（吴县吴氏四欧堂藏有
尹子《宝印斋印谱》，都千余方，海内第一本

也），亦最为工稳。之数子者试以其所作并
列汉印中，殆可以乱真，非前之文三桥、何雪
渔，后之浙、皖二派诸家，名曰仿汉而实非
汉，所得比拟也。

汪关乃明末印坛大家，是整饬流美一路
印风的杰出代表，陈巨来受其风格熏陶，深
得圆朱文印之无穷奥妙。后“取法益广，心
摹手追，穷其证变，融会变化，自成体貌，秀
雅恬静，轩朗怡和”。故而，其学生陆康总结
道——

先博而后约，所谓“不取亦取，虽师勿
师”，既得汪关精髓，又能法古师今，形成了
法度森严又典雅秀丽、遒美古平又神采飞逸
的印风。

在关于陈巨来的印学思想中，“人所有，
不必有；人所无，不必无”是其最值得称道、
最值得玩味的。

“人所有”，指的是“印宗秦汉”的理念
所覆盖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常规性创作模
式，意即在这种创作观念支配下的相应的
线条和形式，但又“不必有”，即未必要采用
这样固定的点画形态和字法章法等等；反
过来，直接使用并非“人所有”（就常规意义
而言）的“玉箸篆”式的笔画线条，同时篆法
空间和章法空间也同步地配合应用，由此
来诠释这种“人所无”的技法因素和审美
观。第二层含义在《安持精舍印话》里有很
明确的体现，意在推崇赵孟頫的元朱文印
作品“另有一番境界”，但虽“细”而未“工”；

“工”，这正是前人所“无”的，故“不必无”而
必有——这寥寥数语，已然凸现了陈巨来
的篆刻观。

二、陈巨来艺术风格再分析

“沈尹默印”，此印印主即为著名书法
家沈尹默。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
说到——

仿汉铸印不在奇崛，当方圆适宜，屈伸
维则，增减合法，疏密得神，正使眉目，一似
恒人而穆然恬静，浑然湛凝，无忒无挑，庶几
独到。

此印可以窥见陈氏追求“方圆适宜”的
布局，达到“穆然恬静”之风貌，若能跳出字
形，而去观赏运刀与线条的特质，满白文与
圆朱文印的气格、风韵是一脉相承的，属同
一道风景。

此印模拟两汉铸造官印，章法精严稳
健，印文三密一疏，实中寓虚。如“沈”字三
点水旁中端作上下分离，“冘”部上部留有两
小块红底和右边的三角留红等，使茂密的

“沈”字得以透气。“默”字的“犬”篆法一反陈
氏常用的安稳结构，婉转圆劲，使“默”字方
整之中又姿态横生，平中有奇，与其他带斜
笔或弧笔的印文相谐相融。“黑”“犬”之间自
然留红，也与印中其他疏处交相辉映。“印”
字“爪”部的大弧笔气势遒劲，和“尹”字斜
笔对角呼应，与“尹”字的大块留红成为印作
最为耀眼之处，令人心动。另“沈”字右上角
的残破，打破了该字原先竖画排叠过多的呆
板感，也使印作在追求秦汉古印原始光整形
态中表现出灵活多变。全印用刀一丝不苟，
笔笔精到，光洁坚挺，醇古静穆，确为“丰肌
而神气清秀者”，给人以整饬、饱满、蕴藉的
美好享受。

陈巨来仿汉白文印镌刻精微，也为印
林称道，而其圆朱文印被誉为近代第一。
他一生对圆朱文情有独钟，就像刘墨所说
的——

在陈巨来的印章中，则将一切不符合于
圆朱文的东西都净化了，宁静而深沉。

圆朱文的总体特点是不求古奥，而求典
雅；不是追求荒山野岭之趣，而是求精金美
玉之貌。陈巨来从赵叔孺学印，走整饬光洁
一路，将圆朱文的工致、精准、典雅推向极
致，成为后来学圆朱文者难以逾越的一堵高
墙。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篆法
文人篆刻艺术，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现，

而应是学术涵养下的艺术表现形式，篆刻是

以篆字为主要表现的一种艺术形式。
因此，篆法是要解决识篆与写篆的问

题，亦即解决入印文字的正确与否和入
印文字的艺术性问题。对于篆法，程名
世深有理解，他说：“夫图章之难，不难于
刻，而难于篆，点画之中，尽态极妍，曲臻
其妙。”又程名世引其叔祖程子通的话论
篆刻道：“以为游衍之妙，存乎用笔，雕镂
精巧，乃其余事，工于篆文，而此可坐致
者耳。”

陈氏在《安持精舍印话》中如是说——
要之，圆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划不尚

增减，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
魄毫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
梗无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人所
有不必有，人所无不必无，则一印既成，自然
神情轩朗。

我们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陈巨来在创
作过程中，最为关注的还是入印文字的形态
塑造。而以文字造型为核心，其目的便是利
用它来承载自己的性灵，让生命的亮色在印
面上得以传达。

陈巨来创作时对篆字原生形态的改造
是极其微妙的，有时，这些改造手段是不易
被觉察的，但这决不说明他是以原始素材自
身的美感来取悦欣赏者感官的低层次的艺
术追求。无论欣赏者能否觉察到，他的入印
文字都是被巧妙地改造、彻底印章化，与艺
术家的审美追求相得益彰的。如陈巨来“劫
灰外物”—印，其字法比较方正，精劲端严，
自有一种美感，这类处理是受汉印的影响，
特别是晋式朱文印的影响，可以说是晋式朱
文印在圆朱文中的余绪。不过，因为篆字的
渊源不同，其中也有宋元篆书审美的影响，
所以趣味与汉晋不同。

又如“云松馆”，既有平直笔，又有圆转
的曲笔，互相对比又互为补充。效果端庄而
不生硬，圆转而不轻浮，落落大方。

其实，真正的篆刻实践家都知道，在保
持篆字原生形态的情况下规划印面章法的
难度要比作摹印化处理难度大得多。在近
代圆朱文印领域，陈巨来算得上是一位最
专一，也最精能的实践者。他把圆朱文这
—独特的艺术形式当成自己的舞台，而将
自己的精神气质、审美追求寄寓于入印文
字之中。

（二）章法
章法是篆刻创作中印面的整体布局，也

可以视为印法最重要的安排过程。在篆刻
中，章法则是作品成败的关键，章法出了问
题，篆法、刀法再好也不可能产生佳作。明
人甘旸在《印章集说》中曾说——

布置成文曰章法。欲臻其妙，务准绳古
印，明六文八体。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之
大小，画之稀密，挪让取巧，当本乎正，使相
依顾而有情，一气贯穿而不悖，始尽其善。

陈氏在《安持精舍印话》中也说到——
夫治印之道，要在能合于古而已。章法

最要，刀法其次者也。
陈巨来的章法经营是围绕入印文字展

开的，也就是说，他以文字为表现的对象，而
令章法布置服务于这—目的。尽管他在结
构印面时也会根据实际需要而将文字所占
空间做出调整，但在“空间”之内，文字是相
对自由的，而且所谓的空间调整，也是在充
分尊重篆字的原生形态美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目的是令文字之美在印面这一特定的“环
境”中得到最充分也最合乎“礼仪”的展示。

所以，当我们欣赏陈巨来的作品时，最
能感动我们的是文字的“形体”之美：或如西
子淡妆或如杨妃醉舞，或简洁或雍容，但都
恰到好处地保持着那份尊贵和华美。陈巨
来的印面是靠一种气息来维系的，印面上所
有组成部分在精神气质上是高度统一而“聚
精会神”的。

《游手于斯》四字印，精雅脱俗，功力深
湛，是圆朱文印大师陈巨来的代表作品。看
得出来，这是一方处处巧思、全印生动的作
品。每一个字都强调活泼的动感，但又有相
当部分是端庄周正的笔画，整体效果灵动而
不失稳重。此印章法上成对角呼应格局，

“游”与“斯”密，“手”与“于”疏，结字中不取
方折之笔而尚“圆”，线条随笔势有粗细变
化，转笔处略细，收笔略尖，流动婉转，四字
均匀度不同而通篇平衡，富于节奏美与韵律
美。

（三）刀法
刀法是篆刻的创作手段，也是对印章效

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篆
刻艺术向着个性化、风格化的发展，人们对
它的重视也在不断地加强。古人曾说：“刀
法者，所以传笔法也。”但在圆朱文印的创作
中，刀法则是一个很难说的存在。圆朱文印
是最终技法但又不表现技法的艺术形式，所
以，刀法所传者，在此已不再是笔法，而是书
韵，是由书韵构成的艺术家的思想境界。明
朝的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谈刀法云：“最
上，游神之庭；次之，借形传神；最下，徒象其
形而已。”据此，圆朱文要求的刀法应是最为
高妙的。

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的开篇有过
这样的论述——

客有就余而问曰：“君于篆刻，历有岁月
矣，于刀法必究之有素，何谓冲刀、何谓涩
刀、何谓切刀、何谓留刀。此中微妙可得闻
欤？”余曰：“否。夫治印之道，要在能合于古
而已。章法最要，刀法其次者也。旧传一十
四种刀法之说，是古人故为高谈炫世之语，
未足信也。”

从中能看出他“真”的一面，不泥古、不
从众，凡事有着独立的见解，而且直抒胸臆，
无所顾忌。

陈巨来的圆朱文印用刀是不厌其烦地
对线条作多次的由粗入细的修饰，但妙在
见刀见性，神闲气静，这与刻意求工匠气十
足的精雕细刻，有着质的区别。他的高人
之处在于将冲刀运用得出神入化，能够“游
神之庭”。他的刀是在“刻字”，但所刻之字
是能“传神”之字，因而这刀也是“传神”之
刀。他的刀锋所至，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契
合创作者的精神脉络，因而，他的印亦如仙
境深潭，被他的刀诠释得清澈见底可见游
鱼。有人评论说：“陈巨来达到了一种前所
未有的轻快与典雅秀丽，而最难能可贵的，
则是他能够在最为平实的技巧中即精雕细
刻之间，增进作品的深度与意境。”“就圆朱
文风格之纯粹而言，却终要让陈巨来独
步。”其实，作品的“深度与意境”，“风格之
纯粹”，就来自他能贴近心灵，传神达意的
用刀。

（四）线条
“雅静秀润”是陈巨来在其《安持精舍印

话》一文中的审美理想，这在他的创作中得
以兑现，更集中地落实在每一根线条中。他
无意于线条“形”的丰富而直求“性”的高
妙，因而他爽健的行刀直揭“圆朱”精神的
要旨。所以有人评论他的线条“有真气在，
充满生命力”则绝对是中肯的。

至今不少人以为陈巨来印章中的元朱
文线条均匀，粗细一致，其实不然，从金石、
绘画线条上分析，粗细一样毫无变化的线
条，表面上看似圆浑，其实僵直呆板，毫无生
命力、金石气。其实陈巨来的线条富有变
化，只是变化得微妙至极，一般人不易察觉，
也不能理解与掌握。

曾有人说倘若把陈巨来元朱文印放大
十倍，马上可以学到许多线条的内涵。粗细
微妙变化，等于书法中锋用笔，产生饱满有
弹性的圆柱体线条。陈巨来治印线条恰如
美人微笑而不是狂夫大笑的效果。观者只
可心领意会，产生共鸣。这就是安持老人印
章的迷人之处。他的圆朱文布局疏密匀称
得神逸之气，金石之韵，含蓄不露。陈巨来
印温良恭俭让，一扫俗气、火气，得许多仙
气。

陈巨来的线条组合是服务于篆字形态
塑造的，因此，他的线条的组合规律也是在
尊重“字”的基础上展开的。他的横线条大
都是平直的，包括在追求圆转效果的印中也
是如此，竖线条也是如此，为求篆字之修美
而力求挺直。我们知道，横线和竖线都作平
直处理很容易造成印面的板滞（陈巨来印作
中确有一些有此问题，尤其是一些将字形压
扁作方形处理的印则更明显，如“成都草堂
收藏印”），于是，陈巨来便充分地利用了字
中的斜线，并有意识地将一些部首作弧形处
理（即增加斜线的量），与主笔画形成鲜明的

对比，既调节了气氛，又使文字的结体更加
舒展和生动，求得与（书法）篆书在精神气息
上的统一。

“第一希有”印是陈巨来应叶恭绰所请
为其收藏的王献之《鸭头丸》帖所刻。此印
字体较大，可以看出，其线条其实不是一样
粗细的，起收笔处是逐渐收小，如蚯蚓一
般。笔画的交接处则略微增粗，用的是汪关
笔画交会处呈焊点的手法，圆转处则略微减
细。

印文四字，三繁一简，本难以排匀，但此
印排得却十分顺眼、舒服。传统布印排字，
如玉印，总是线条等距排列的多；或汉印，则
等字排列。这种方法易学，但也易刻板。历
史上许多优秀作品都打破这一陈规，反显协
调和谐之大美。陈巨来布印，往往不按等距
排列，也不按等大排字，而是在两者之间找
平衡，故而其印有味、耐看。

此印“一”字约占上下三分之一的位置，
上下间距大于其它横线间的距离，突出了

“一”字的单字独立地位。“希有”两字笔画数
相近，故上下约各占一半。“希”字斜线交叉
之间的距离略大些，“有”字上部横线间距略
小，看上去就与“希”字十分协调，下面的

“月”部改用斜圆，便于收放间距。“第”字的
“S”形曲笔与“有”字构成了呼应关系，下面
一撇与“月”部也构成呼应。

此印还设计了一个机关，“一”字横画略
显左低右高，左边的“有”字的横笔正好是左
高右低，两笔反向倾斜，恰成中和，其中的分
寸感和作用，值得仔细体会、思索。

三、陈巨来的艺术成就

在《安持精舍印冣》中，首印即系赵叔孺
题的边款，其文如下——

陈生巨来，篆书醇雅，刻印醇厚，圆朱文
为近代第一。庚辰，叔孺题。

此款题于 1940年，时赵氏 67岁。师生
同工圆朱文，而老师题许学生为第一，这既
见师生之情谊深厚，也可见陈巨来确有胜蓝
之处。

在艺术创造、艺术风格的构建过程中，
陈巨来追求的是艺术语言和形式特色的纯
粹，以及探索的深度，其创作立足于圆朱本
体，强化它的独立品格。陈巨来对于传统文
化有一种物我相融的喜好，更有透彻深刻的
理解。其作品之高贵、古雅即得益于此。没
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濡养，就不可能有他的
印风。这既是陈巨来成功之所在，也是圆朱
文的精神之所在。

艺术是人类借助特殊物质媒介与符号
系统塑造形象、全面审视肯定自己的本质
满足自己审美需求的审美文化。所以，陈
巨来的圆朱文印最大的艺术魅力是在静穆
娴雅的外在形式背后，蕴藏着鲜活的艺术
美的精灵，富有极强的生命活力，能让欣赏
者透过近乎纯粹的线条去感知艺术家为艺
术创造而激动不已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
义上讲，陈巨来的创作是将艺术性与技巧
性、理性与感性、形式处理与性灵表现这些
对立元素贴得最近的一位，有时甚至已经
高度地融为一体，让欣赏者难以区分它们
的具体存在。

艺术家对艺术形式的选择只是对自己
表现方式的选择，那么，利用选择的表现方
式表现什么、如何表现则取决于他的主观
追求。艺术家艺术成就的高低，也主要取
决于在艺术创作中智慧、学识、性情、技能
的发挥和实现的水平，而不单单是对艺术
形式的选择以及对艺术媒介、艺术符号操
作技巧的发挥和实现水平。陈巨来虽然选
择了以理性为主要特色的圆朱文印形式，
但他创作的作品却是非常感性的，是极具
感情色彩的，是具有思想锋芒的。他的很
多探索也是很“前卫”的，如他所刻的椭圆
形阳文印“出山小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证。这方已经高度图案化的作品，对篆字
原生形态的依赖已经让位于对一种图式美
的追求，虽然很难说陈巨来接受了西方现
代观念的影响，但其构成手法、设计化倾向
又都与“现代”精神相通。这至少说明了篆
刻家创作时探索的欲望之强烈。

（注：本文作者任教于福州大学厦门工
艺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一、《安持精舍印话》及陈巨来学术
思想的根源

陈巨来（1904-1984） 《安持精舍印最》

出山小草云松馆成都草堂收藏印游手于斯

劫灰外物 沈尹默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