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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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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篆刻，是书法（主要是篆书）和
镌刻（包括凿、铸）相结合来制作印章
的艺术，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篆刻
艺术是由古代印章艺术发展而来的，
两者都是刻印，不同的是，印章是实用
艺术，篆刻是欣赏艺术。篆刻兴起于殷
商、先秦时期，盛于汉，衰于晋，败于
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迄今已有
3700多年的历史。篆刻融万千气象于
方寸之间，以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和独
特的精神气韵，在世界艺术史上独领
风骚，是东方文化的瑰宝。

金石篆刻就是在金属、象牙、犀
角、玉、石等材料上雕刻以案体文字
的艺术，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工
艺美术品，它既强调中国书法的笔
法、结构，也突出镌刻中自由、酣畅
的艺术表达，于方寸间施展技艺、抒
发情感，既可以独立欣赏，又在书画
作品等领域广泛应用，为历代文人
墨客和普通民众所钟爱，或自篆自

用，或馈赠文友，或钤记落款，或观赏
把玩，可从中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和
艺术享受。

中国自古崇尚福文化，“福”字由
“衣”字旁、“一”字、“口”字和“田”字组
成，“衣”字旁有福禄之意，因此，福字
蕴含着“一口田，福禄全”的美好寓意。
在我们的祖先看来，有衣服穿、有一口
田、能吃饱饭那就是福气了。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福”乃“福、禄、寿、喜、财、
吉”六大吉祥之首，在《尚书·洪范》中
又分为“五福”——“五福：一曰寿，二
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终命”，它展现了中华汉字所呈现出的
东方思想和民族气韵，传递了华夏文
明所独具的思想情怀和优雅品质。它
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超越民族、宗教、
政治、社会、地域、时空，涵盖了人类生
产、生活、思想、文化、艺术、民俗等方
方面面，具有广泛的心理认同基础，成
为中华民族最古老、吉祥、美好，最受

欢迎、最具影响力、且广泛使用的文字
之一。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中国的老
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企
盼福气的到来。“福”在中国文化中的
含义不仅是物质满足，而是精神层面
上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个

“福”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是人类历
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

由于朝代的更迭和各地民俗的不
同，福文化的表现形式变得多种多样，
成为各种福文化现象的概括和典型代
表。几千年以来，由于中国人祈福、摸
福、祝福、贴福、赐福、盼福、求福、送
福、迎福等，“福”字在人类活动中几乎
无所不在，大到名胜古迹中的摩崖，小
到一枚小小铜币，甚至墓碑上都经常
会见到它的踪影。在我国浩瀚的名胜
古迹中，有许多撰有“福”字的碑刻、石
刻、崖刻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熙书
写的位于北京雍和宫的“福”字碑，号

称“天下第一福”。其他现存的还有广
东肇庆菘台书院的“福寿”壁刻、山东
蓬莱阁的“福”字刻石、辽宁医巫闾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三清观中
的“福寿”崖刻、湖南岳麓书院赫曦台
的“福”字壁等。

金石篆刻福印是将印石、印雕和
篆刻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集福文化
和篆刻于一体。金石篆刻福印自古有
之，历代圣贤、帝王将相和众多书画篆
刻名家对福印情有独钟，篆刻名家如
文彭、何震、林皋、丁敬、邓石如、赵之
谦、王福庵、吴昌硕、齐白石、谢梅奴等
篆刻的福字印章，可谓开辟一代新风。
齐白石就曾以简练的单刀法和急就章
的神韵，创造出奇恣跌宕、淋漓雄健的
齐派风格。

金石篆刻福印以福文化为主要内
容和题材，将不同的福字篆刻在不同
的石料印章上，其原材料来自全国各
地的不同印石，有福建寿山石，浙江青

田石、昌化石，内蒙古巴林石，湖南墨
金石等，通过 20多种刀法的灵活运
用，集合秦汉印与现代流行元素，将一
个篆书的“福”字以变化万千的形式在
金石上篆刻而成，最终能形成一万多
个字体不同、造型各异的“福”字，成为
海内外唯一用同一字体篆刻“福”字最
多的篆刻艺术，形成古拙的金石味和
高远的意境，达到一种自然与文化、传
统与现代相融相生的和谐境界。

金石篆刻福印以“世界同福”为理
念，以中华福印传统文化为内涵、以世
界大同的寓意为诉求、以国际风格的
设计为指引、以多元广泛的应用为前
提、以人类共同的福祉为目标，团结全
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共同追求崭新的

“幸福世界”，实现“福源世界、万福来
朝、福泽乾坤、世界同福”的宏伟愿景，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福印文化，倡导用
更多姿多彩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福文
化，向世界展示福文化。

■

一份优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中国篆刻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10多年来，相关社区、群体
和有关单位大力开展项目传承保护
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篆刻艺术是一项需要长期刻苦
学习和实践的艺术，其中有大量细
节之处，必须静下心来拜师学习勤
学苦练才能掌握技巧。当前，由于社
会节奏较快，人们忙于工作和生活，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如以
前，金石篆刻艺术的学习者和继承
人逐渐减少；同时因为生活所需，不
少学习篆刻技艺的人也选择了转
行，金石篆刻技艺的人才愈发不足，
传承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随着篆刻材料的不断开采，一
些较为珍贵的不可再生材料日益减
少，原材料的获得具有一定困难。较
高的成本对于技艺传承人来说也是
不小的考验，成本的增加意味着风
险的增加，成本的短缺也限制了传
承人们持续地产出艺术作品。同时，
由于较高的原料成本和时间成本，
金石篆刻的艺术品价格较高，难以
在市场上大规模普及与应用，限制
了其大规模传播的可能。

为此，我认为，在保护和继承方
面，一是要建立人才库。技艺作为一
种文化，其保护和发展都离不开人。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将金石
篆刻技艺的传承人和爱好者聚集在
一起建立人才库，不仅有利于篆刻技
艺文化火种的保留，还有利于艺术家
们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创
意，促进金石篆刻技艺的发展创新，
从而带动相关艺术市场的发展。

建立金石篆刻技艺的人才库，
首先，要广泛征集金石篆刻技艺方
面的专家、传承人和爱好者；其次，
要制定科学的金石篆刻技艺传承计
划，包括传承人的培训、技艺的传授
和经验的分享等；再次，要通过金石
篆刻展览、比赛、研讨会等方式，促

进金石篆刻人才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提高技艺的水平和影响力；最后，要
积极推动金石篆刻技艺的市场化发
展，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吸引更多的投
资者和收藏家前来支持和投资金石
篆刻技艺。

二是要完善数字资源库。信息技
术的发展给非遗文化带来了数字资源
库建立和完善的可能。数字资源库具
有保存和传播知识、方便检索、便于维
护和管理的诸多优点。可以将篆刻的
方法、技巧、篆刻艺术作品以及更多的
历史底蕴和文化囊括其中。数字资源
库不仅可以为传承人所用，对于一些
复杂的技法进行记录以免失传，同时
行业间进行交流与学习；同时，资源库
也可以向大众开放，向社会大众普及
篆刻文化以及福文化等优秀传统文
化，并让大众在众多优秀作品中发现
篆刻的博大精深。

三是要积极推广体验。很多城市
都会有各自的非遗文化馆，非遗馆自
身也会进行一些非遗文化的体验和推
广活动。比如，长沙非遗馆每周都会请
师傅来到非遗馆免费对公众进行非遗
文化的体验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中每
个非遗项目都选择了独具特色而又便
于上手的小工艺进行教学，让来往参
观的游客也愿意花上一点时间完成自
己的作品。除了这种游客主动式的体
验方式，非遗文化还可以更加主动地
运用线上线下两种模式进行推广。如
在线上可以开办相关讲座和网课教学
活动；线下则更加可以举办展览或者
进社区进行体验活动。体验式的教学
让停留在文本上的知识瞬间生动起
来，人们自己体验并完成的作品也能
获得极高的成就感，并或许能产生兴
趣在未来进行更加深入体系化的学
习，成为技艺的爱好者甚至是传承人。

四是要加强篆刻非遗文化教育。
加强金石篆刻非遗文化教育有助于传
承和弘扬非遗文化、促进青少年的文
化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推动金石
篆刻行业的发展，有助于培养更多的

金石篆刻人才，为金石篆刻行业的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加强金石篆
刻非遗文化教育，既是传承和弘扬非
遗文化的需要，也是提高青少年文化
素养和推动行业发展的需要。同时，
我们可以进行“金石篆刻艺术进校
园”活动，在学校为同学们开办体验
课，或与美术课进行联动；也可以与
学校合作组织学生游学活动，更加身
临其境地感受非遗文化之美，从而培
养更多的金石篆刻人才，推动金石篆
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在传播与创新方面，一是要注重
产业创新。首先，开发文化产业。文化
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是现代社
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篆刻艺
术的传播和创新需要依托于文化产
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和文
化旅游产业的兴起。文创产业可以将
金石篆刻艺术与设计、手工艺等结
合，打造更具市场竞争力和时代特色
的产品，如书签、纪念币等；对于一些
初学者的印章我们也可以整理归类，
融合一些文化故事和体验者的感受，
再进行编排和出版，成为独具特点的

金石篆刻技艺传承之书。文旅结合则
可以将金石篆刻艺术与旅游景点结
合，挖掘其中的故事，打造金石篆刻文
化主题旅游线路，例如“寻找金石篆刻
前世之旅”或者一些独具风格的主题
房间，提升旅游业的文化内涵。其次，
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文化设施是推动
金石篆刻艺术传播的重要载体。需要
加强金石篆刻艺术相关的博物馆、展
览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为金石篆刻
艺术的展示和传播提供更好的条件和
环境。展览馆和博物馆不仅可以摆放
一些传承人大师的作品，对于初学者
的雕刻作品或者呈现出来的技术进步
都可以进行展出，成为当地的文化标
识，在展览馆的一侧同时就可以进行
相关文创产品的售卖和篆刻艺术的体
验教学。展览、售卖、教学三者的有机
融合，能极大地将游客的兴趣勾起，沉
浸式地与金石篆刻为伍。

二是要注重渠道创新。首先，注重
网络互动平台的使用。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普及，网络互动平台成为了金石
篆刻艺术传播的新渠道。微信、微博等
中有大量年轻人，可以通过在微信、微
博等软件平台开设金石篆刻艺术的官
方账号进行推广活动等，让古老的艺
术焕发新的活力，从而将金石篆刻艺
术传递给更多的人群。其次，注重短视
频平台的传播。短视频平台也是金石
篆刻艺术传播的重要渠道。短视频的
优点是成本小，操作简单，选题丰富，
风格活泼。可以通过在抖音、快手等短
视频平台上发布金石篆刻艺术的各种
视频，以短小精悍、内容有趣的方式吸
引年轻人的关注和传播，让非遗技术
也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增加对其
了解。同时，还要注重直播平台的应
用。互联网直播，已成为当下人们普遍
关注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让观众在
直播过程中与金石篆刻艺术家面对面
互动、学习金石篆刻艺术知识、欣赏金
石篆刻艺术作品，具有一般视频不具
有的亲切感。直播的形式多样，可以是
师傅进行制作工艺的展示，可以是初

学者的体验过程，也可以是金石篆刻
相关历史故事和传承故事的分享。不
管是什么形式，它既能加深观众对金
石篆刻艺术的了解和认识，又能通过
打赏的形式让直播者获得更多的经济
收益，支持其后续进一步发展。

三是注重内容创新。内容创新是
金石篆刻艺术传播的核心，需要不断
地创新金石篆刻艺术的内容形式，使
之符合时代的需求和观众的审美。要
推动技术本身的内容创新，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尝试和探索。我们可以从技
术手段创新和技术应用创新来分析，
例如，在技术手段创新方面，可以开展
一系列的研究和试验，探索新材料的
应用、新刻刀的设计、新刻刀的制造
等；在技术应用创新方面，可以结合现
代技术手段，如 3D 打印、激光雕刻
等，创造出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艺
术作品。同时，还可以通过结合现代科
技手段，如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
等，创造更具创新性和视觉冲击力的
金石篆刻艺术作品。技术本身的内容
创新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例如更
好地保护文物、提升艺术作品的品质、
扩大艺术作品的市场等。此外，技术本
身的创新也可以推动金石篆刻艺术的
传承和发展，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关
注这门古老的艺术。

四是注重合作创新。首先，要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金石篆刻艺术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加强与国际
文化机构和组织的交流合作，让更多
的外国观众了解金石篆刻艺术，同时
体验金石篆刻技术，增进不同文化之
间的理解和友谊。可以通过组织金石
篆刻艺术的海外巡展、与国际文化机
构的合作推广等方式来实现。其次，需
要跨界合作。金石篆刻艺术的传播还
需要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合作。可以
与现代艺术、时尚设计、戏剧影视等领
域进行合作，创造更多具有跨界融合
的艺术品，使金石篆刻艺术得到更多
的关注和认可。

■

传承好篆刻艺术文化
金石篆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历
史内涵和文化价值。在新时代，传
承和传播金石篆刻艺术对于推动中
华文化的发展，加强民族文化自信，
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等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首先，传承金石篆刻艺术有助
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金石篆刻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金石篆刻艺术作品
既有文字，又有图像，是中国古代文
化、文字、历史、美学和文艺的集中
体现，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
见证。因此，传承和发扬金石雕刻
艺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
认识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保护和
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增
强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和自信心。

其次，传播金石篆刻艺术有助
于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金石篆刻
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通
过向世界传播金石篆刻艺术，可以提
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
交流和互鉴，促进文化融合和共存。
不仅如此，金石篆刻艺术也可以为人
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出贡献。
例如，中国的金石文化和印章文化，对
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文化产生了
深远影响。因此，传播金石篆刻艺术，
不仅可以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
的传播和影响力，也可以促进世界文
化的多元共存和交流互鉴。

再次，传承和发展金石篆刻艺术
可以促进文化创新和创造。金石篆刻
艺术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虽然历
经千年，但是仍然能够在今天发挥出
新的价值和意义。传承和发扬金石篆
刻艺术，不仅可以使得这种艺术形式
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和更为丰富的表
现形式，同时也可以激发新的艺术创
作思路和创新能力，促进传统艺术的
发展和创新。例如，现代的金石篆刻
艺术家会将传统的金石篆刻与现代艺

术形式相结合，创作出兼具传统美学
和现代审美的作品。这种跨界的艺术
创作方式，不仅为金石篆刻艺术注入
了新的活力和创意，也为文化的创新
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由
我创作的《千福印》等作品便是将篆
刻技艺、福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完美
地融为一体，让古老的技术与时俱进
的思想相互碰撞，完成震撼中外的艺
术作品。

此外，传承和发扬金石篆刻艺术
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现代
社会，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
的重要支柱之一。传承和发展金石篆
刻艺术，不仅可以为文化产业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也可以为金石篆
刻艺术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
作平台。例如，在旅游业的发展中，金
石篆刻艺术作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
源，可以为当地的旅游产业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因此，传承和发展金石
篆刻艺术，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同时也可以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
的融合和发展。

最后，传承和发扬金石篆刻艺术
可以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
平。金石篆刻艺术作品包含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艺术和美学内涵，观赏金

石篆刻艺术作品不仅可以增进人们的
艺术鉴赏能力，同时也可以提升人们
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对社会大众
产生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林旭平篆刻作品

林旭平，出生于雕刻世家。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华夏书画
院副院长，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
术中心特邀篆刻家，中国田黄石
印社社长。雕刻作品 《稻香万
里》 2015年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
中国馆展出，获得赞誉；万福金
安系列作品 《千福印》 荣获大世
界基尼斯之最。中国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院授予其“中国当代艺术
家”“德艺双馨艺术家”等荣誉
称号。

中国篆刻艺术是以汉字为表
象的一门独特的镌刻艺术，它由
中国古代印章制作技艺发展而
来，至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
它不仅强调中国书法的笔法、结
构，又突出镌刻中自由、酣畅的
艺术表达，于方寸间施展技艺、
抒发情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
2006 年，西泠印社金石篆刻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中国
篆刻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名 录 。
2014 年，金石篆刻又一次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十多年来，篆刻
艺术工作者们勤恳兢业，为这门
艺术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本期讲坛邀请非物质文化遗
产金石篆刻传承人林旭平先生讲
述篆刻艺术与非遗传承。

林旭平林旭平““福印福印””篆刻作品篆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