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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疆肖形印的基本形态和艺术特征

蒋曼萝

内容提要：肖形印是中国印章史上既古老又年轻的一种独立艺术形式，方寸之间蕴含了人类

的无限智性和文明；其起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两汉时期随篆刻艺术的繁荣而达瑰丽动人的新高

度，至宋元时代文人画的兴起又为肖形印注入了新的形态，及至当代肖形印在生活中的运用仍广泛

而普遍。近些年随着印学的不断深化，肖形印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发展，然而对新疆肖形印的

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提高。新疆地区陆续出土发现了一批肖形印，按风格推论其时代应属东汉

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肖形印的内容和图案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肖形印而展示了一定的本土文

化特征，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交融后绽放出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新疆肖形印　形制特征　艺术特性　有益启示

 一、肖形印发展及新疆肖形印概述

（一）肖形印发展简述

《淮南子·地形训》有道“肖形而蕃”，注释“肖”为“像”也，“蕃”为“多”也；《辞

海》中“肖”的解释为“类似、相似、如惟妙惟肖”，都在说肖形印的本意，是指示某一类事物或

相似于某一类事物的印章形式，故而这个图像性质的刻印又被称为“形肖印”、“图形印”、“图

像印”等。肖形印是在篆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韵律、节奏、意象

和章法布局，给人带来神秘幽奇、诗情画意的体验，引人产生意味无穷的遐想，启迪观者的美感和

智性。由于肖形印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含蓄地反映了古代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面貌，记录着远古

曾有的繁荣和发达，因而在我国刻印艺术中独具一格。

肖形印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旧石器交替时期古代先民对制作陶具的模仿：他们在漫长的生

活实践中逐渐发现使陶器坚实耐用的办法是先对陶胚进行敲打再进行烧制，不期然而然，这样完成

的陶器表面便残留下拍打的“印记”（图1）。这种无意识的“印记”后被融入巫术符号、图腾族

徽等中，这便是肖形印的最初状态——陶拍纹和戳记。这时期的陶拍纹多是几何图案和简单的表信

表意图案（图2），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原始的宗教意味。商、周时期，青铜彝器纹饰融入陶

拍、陶戳这一初始形式的图案，肖形印的图案形式也开始褪去幼稚之感而凸显符合形式美的、规律

而严谨的风格特点（图3）。这一时期出土的龙凤肖形印（图4）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华夏民族初

始图腾中最为精美且具象征意义的肖形印。战国、秦汉时期是肖形印创作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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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随着诸侯势力上升纷纷僭越称王，私印、肖形印在这个阶段异常丰富。

汉统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和黄老谶纬之术的流行，先秦玺印由官而私再走向图案化的

趋势更加明显，由此战国及两汉的肖形印面貌众多，技艺高超且有深邃的文化寓意。两汉之后，由

于废简用纸，书写工具上的改变和思想上人们对自然图腾崇拜的远离，使得肖形印出现了一定的断

层而趋于式微。及至宋元时期，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和文人画艺术的觉醒，肖形印再一次得到发

展，出现了诸如花押、文字押和图案押等的形式，也被广泛运用到实际生活中ꨁ。晚清时期，随着

哲学思想上提倡“客观研究、追寻知识”的乾嘉学风的盛行，金石学得到了全面复兴，肖形印在金

石篆刻的基础上再度受到重视，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二）新疆肖形印概述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陶

器的色彩花纹等也与内蒙古、宁夏、甘肃很相近。本篇所指的“新疆肖形印”，即指近些年陆续发

掘和考古发现出土的一批新疆肖形印，据专家判断多属于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质地不

一，有煤精石质、铜质、铁质、木质等；图案样式可分为花叶纹印、动物纹印、禽鸟纹印等。虽然

新疆肖形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但对新疆肖形印的研究并不普遍ꨂ。本篇以已确认的

出土的新疆肖形印为主要研究依据和对象展开分析，试图在对新疆肖形印材质、图案等形制特征具

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及其艺术特色，由此揭示研究新疆肖形印的价

值意义以及对当代肖形印设计制作的借鉴和启示。囿于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已知肖形印

ꨁ　元代的图案押、画押等被广泛地运用到作坊、商家的产品上而成一种标识和品牌；据载有的甚至还被钤记在糕

点、豆干等食物上。

ꨂ　对新疆肖形印的研究文章并不多，其中王伯敏先生的《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以及王珍仁、孙慧珍合作的《新

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两篇文章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尤以后者根据出土整理更为全面。而本篇所提到的“新疆肖形印”，

即以这两篇文章中所列举的肖形印作为分析主体和研究对象。

图1　新石器时代陶拍拓片　图2　郑窑二里头出土的陶戳

图3　商代青铜彝器的纹饰　　　　　　图4　凤鸟纹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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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不多（约160枚ꨁ），且对其分析研究资料的匮乏，本篇在图像分析法的基础上适当运用一些

跨学科综合研究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本篇对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解析和探寻也并非

停留在对历史的解读中，而是将得到的启示用之于当代肖形印艺术创作实践中，使古老的肖形印焕

发年轻的光彩。

二、新疆肖形印出土情况及形制特征

（一）新疆肖形印的出土情况

新疆不仅有众多的自然资源，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对新疆肖形印的探讨便是研究新疆地区

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这对我们的历史研究与艺术创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新疆地区出土的肖

形印相比中原和其他地区，在历史时段和总体数量上并不多，这就为我们的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困

难。

王伯敏先生在《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一文中提到：“汉代肖形印在新疆哈密、吐鲁番、

库尔勒、库车、拜城、民丰和沙雅等地都有发现，尤以库车一带出土较多。”ꨂ其中民丰地区汉墓

较多，所以汉代的出土文物也相对丰富，其中的肖形印如犬印、羊印、人形印、花形印（图5）等

也都具有这个时代和地方的风格特征。沙雅地区出土有弓射印、鸟印（图6），其中的弓射印与安

徽出土黄宾虹旧藏的武士印类似。库车地区ꨃ出土的肖形印种类也较多，有鹿印、犬印、狼印、朱

雀印、飞鸟印、走兽印、花叶印（图7）等，其中朱雀印中的朱雀形象是汉人想象中的神鸟。汉代

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灵”之说，朱雀作为其中之一代表着南方，具有强大的辟

邪作用，尤其在汉代传统宇宙观中十分常见。除了王伯敏先生提到的这些肖形印外，旅顺博物馆ꨄ

也藏有一批新疆肖形印。这批新疆肖形印共计约有120多枚ꨅ，是日本大谷光瑞ꨆ组织“中亚探险

队”前后三次历时十二年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文化掠夺的一部分。另外，一些专家、学者在对新疆

地区文物考察时也发现一部分肖形印，如李遇春在《西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ꨇ一文中提

到，他收集到的肖形印大致有孔雀鸟形印、孔雀蟾蜍印、牛形印、山羊印、家禽印、佛像印、象印.....

ꨁ　肖形印数字来源于王伯敏先生和王珍仁、孙慧珍文章中所提到的肖形印数量。

ꨂ　王伯敏：《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新疆艺术》1985年第1期。

ꨃ　按王伯敏先生文章可知，库车为西域的龟兹国，汉通西域后属于西域都护府；汉宣帝时龟兹王迎娶汉解忧公主，

故此地亦学汉族制度，施行于辖境。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汉立龟兹侍子白霜为王；所以这期间中原与西域来往频繁，经

济文化都有交流。

ꨄ　王珍仁、孙慧珍：《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文物》1999年第3期。

ꨅ　王珍仁、孙慧珍：《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

ꨆ　大谷光瑞：伯爵，是日本西本愿法主，大谷探险队的经费多是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该活动近似于私人性

质。大谷探险队的三次中亚探险活动，被结集为《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等书。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

者，有的更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且所发掘的东西也没有很好地记录，更不是科学发掘

所得，很大程度上是以淘宝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ꨇ　李遇春：《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文博》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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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ꨁ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吐鲁番盆地西岸也发现有一批禽兽文印，印面内容有虎、狮子、骆

驼、山羊、兔子等形象。随着对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应该会有更丰富的内

容被发掘被发现，这对于研究新疆肖形印，乃至地区历史、民族史、美术史、工艺史等都是不可或

缺的珍贵文物。

（二）新疆肖形印的形制特征

有关新疆肖形印的形制特征，本篇将主要从材质和图案两大方面去讨论。

1．新疆肖形印的材质

乔治·桑塔耶纳曾提出“材料美是一切高级美的基础”，并解释道：“假如雅典娜的神殿巴特

农不是大理石筑成，王冠不是黄金制造，星星没有火光，它们将是平淡无力的东西。在这里，物质

美对于感官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刺激我们的同时，它的形式也是崇高的，它提高而且加强了我们的

感情。”ꨂ可见材质对于物质实体的重要性。从出土的新疆肖形印ꨃ可知，制作肖形印的主要材质有

四种：铜质、煤精石质、铁质、木质；其中以铜质和煤精石质较多，木质较其余类型的尺寸稍微大

ꨁ　据李遇春先生介绍，这枚印中心铸大象，大象背上前后各一名武士，前者身材瘦小做半跪状手执三叉戟面向前

方，后者身材高大交脚式坐张弓持箭射向正在扑来的一只斑斓猛虎。场面生动紧张，布局艺术合理。新疆地区气候干燥，

不宜大象生活，这枚肖形印似可以推断为五六世纪时，巴基斯坦人经丝绸之路到新疆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时所遗留的珍

贵文物。

ꨂ　乔治·桑塔耶纳：《美感》。

ꨃ　仍以《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为主要依据。

图7　鹿印、朱雀印、飞鸟印、花叶印

 图8　孔雀鸟形印、牛形印、孔雀蟾蜍印

图6　弓射印、鸟印图5　犬印、羊印、人形印、花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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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青铜采冶是从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生产的实践中逐渐被认识而发展的，铜器的发明无疑是人类

技术创新的一个巨大飞跃。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上万件之多，关于铜器的记载也比较丰富，

如铜鼎、铜壶、铜镜等，这些青铜彝器在先秦统治阶层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关于铜印的

记载却相对较少，可能是铜印普遍使用于士官阶层数量有限所致。春秋后期至两汉时期，新疆地区

出土的肖形印中铜印则占了很大比重，这可能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铜的冶炼技术

和使用范围更加广阔，且铜器也不再仅仅作为统治阶层所用的礼器，而是朝向生活使用品的发展开

始演进相关，也可能是西域为东西频繁交流往来的特殊地理位置原因，以致我们现在见到很多作为

通行凭证的铜质肖形印章。铁器时代是人类发展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地球上的天然铁是少见

的，铁的冶炼和制造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铁器时代的到来是人们在冶炼青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新疆地区在汉代之前便有铁器和铸铁术的迹象（据肖军在《新疆古代铁器制作与使用始略》ꨁ

中推论：新疆地区铁器出现及使用的最早时间是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期；也有学者指出新疆地区

铁器的出现时间可能较中原更早，因为“新疆处在世界铁器起源地——西亚与东亚之间，其可能担

当的桥梁孔道作用不容忽视ꨂ”），但新疆铁器与铸铁技术的产生主要由中原传入，战国时期铁器

的大量生产和投入使用，也会对印章材质改变有一定影响，也就促进了新疆地区大量铁质肖形印的

出现。新疆肖形印中另一种常见的材质是煤精石，顾名思义“煤之精华也”，又称煤玉、黑宝石、

雕漆煤等，煤精石质地细腻没有纹路且质轻坚韧，虽黝黑发亮但是光泽极强，其工艺价值极高。清

陈目耕《篆刻针度》：“煤精石，色黑而质坚韧，体轻有似乌犀出秦中可作为印。”煤精雕刻历

史悠久，早在距今七千年的沈阳新乐遗址ꨃ，就挖掘出土过“耳塘饰”和圆珠等抚顺煤精雕刻工艺

品，这是我国煤雕史上最早的实物。煤精石的产地不广且产量少，因而弥足珍贵，以辽宁抚顺为最

佳，另外陕西铜川、山西大同、内蒙古赤峰等地也有发现。而新疆肖形印中有大量煤精石质（图

9），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交通枢纽的地位。此外，新疆肖形印

还有木质肖形印的发现，因为木质的不宜保存性，故木质肖形印的发现只属零星并不具有普遍性，

但我们仍可以想象木质肖形印在当时可能会大量而广泛地通用。

通观新疆肖形印的几种材质，笔者不禁有个疑问显现在脑中：新疆玉料一直是中国玉文化主

要的载体，为何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中不见有玉质肖形印？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黄帝与舜

时，而这种联系首先就是通过玉进行的ꨄ，大约先秦时期开始频繁输入中原地区，并影响着中国玉

文化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战国瑞玉（玉礼器）继续青铜礼器的重要作用且数量大增，作为装饰的玉

ꨁ　肖军：《新疆古代铁器制作与使用始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ꨂ　宋亦箫：《新疆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现状评述》，《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ꨃ　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大街新开河北岸黄土高台之上，1977年首次发掘，属于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这是一处

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村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测定，新乐遗址距今已有7200多年历史。

其出土文物相当丰富，有石器、陶器，还出土了大量炭化谷物、果核等物。出土文物中还有极为珍贵的煤精制品和木雕艺

术品。新乐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建新乐遗址博物馆。

ꨄ　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传说中，就有新疆玉器向东流传中原的记载；《玉海》引南北朝孙柔之《瑞图》说：“黄帝

时，西王母乘白鹿献白环之休符，舜时复来献。”具有浪漫色彩的穆天子西游带回的最珍贵的礼物，“玉荣枝斯之英”就

是于阗一带“群玉之山”上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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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及用于丧葬的玉冥器也开始出现；秦代出土的玉器却是寥寥可数ꨁ；汉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

繁荣，加之当时西域交通顺畅，采运玉石原料更为便利，这些都为玉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念，以礼

器、装饰为主的儒家用玉体系得到了很大的扶持，此阶段装饰玉器占了很大比例，主要有纯装饰意

义的和具有一定实用性质的玉佩，另外汉代的玉玺、玉印数量也极为丰富（考古资料显示，汉代玉

印相对其他时代其出土数量较多）。如此频繁而广泛地使用，作为主要出产地的新疆在这个时期竟

然几乎没有发现玉材质肖形印章？其原因令人深思。

2．新疆肖形印的类型

据已知新疆肖形印的图案，我们可以将其整理归结为四大类型：样式花叶印纹、动物印纹、

飞鸟类印纹及其他样式印纹。其中样式花叶印纹和动物印纹出现的频率较高，而样式花叶印纹中又

ꨁ　笔者私自推测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秦朝是个短命王朝，从秦始皇到秦二世只有短短十五年的时间；二是由于秦

朝当时实行严酷的文化政策，玉的繁荣程度反而没有前朝强烈。

图9　新疆出土的煤精石肖形印，来自《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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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忍冬花、莲花两种图案居多。忍冬是一种蔓生植物，又称金银花、金银藤，其花长瓣垂须黄白相

间因名金银花，凌冬不凋故又有忍冬之称。东汉末年开始出现，因其越冬而不败所以被大量运用在

佛教上，暗喻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忍冬纹在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此时的忍冬纹较为清瘦和程

式化，一般分为三叶片和多叶片；汉代铜镜的编式称卷云纹就是卷草纹的前身，到唐代演化成卷草

纹，至此莲花纹和忍冬纹在我国古代装饰题材已经接近尾声。莲花纹饰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纹饰之

一，有独立纹样也有四方连续，变化丰富。《尔雅》中有“荷，芙蕖……其实莲”的记载，春秋战

国时期曾用作纹饰，著名的有如春秋中期青铜盛酒或盛水器莲鹤方壶ꨁ。佛教传入我国后便以莲花

作为佛教标志，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莲花因此在佛教艺术中成了主要

装饰题材，中国传统装饰品中莲花纹饰也出现甚多。新疆发现的这批肖形印中，其中的莲花纹和

忍冬纹肖形印多刻成圆形、菱形、心形等，表现花姿的仰俯翻覆之态（图10）或枝叶缠绕之状（图

11）。据旅顺博物馆副研究员王珍仁在《西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一文中所提到的：“忍冬纹和莲

花纹图案的肖形印质地以煤精石和铜质较多，也有少数的铁质和木质，铁质花叶印的表现手法较为

细腻，木质的较为粗放。”除了忍冬纹和莲花纹外，还有海石榴纹（图12）。据考证，蕃莲、海石

榴、葡萄等植物都是由中亚引进后率先在新疆地区培育，然后传入中原。

除了比较常见的样式花叶印纹外，还有丰富的动物纹印。在这些动物类肖形印中，流行的有

鹿、骆驼、羊、狗、马、熊、猴、兔等，这些动物印纹形神兼备寓意吉祥。鹿的形象出现很早，

汉代的鹿印一般为铜质；汉人以鹿为瑞兽，甚至有“鹿者乐也”的说法，后引申其义称“鹿来禄

至”，多做吉祥之语。新疆出土的两枚鹿印（图13）皆圆形面向右（东），且都是前左脚往上提做

运动状。两枚肖形印章整体造型洗练饱满，形象刻画生动传神。汉字“羊”与“祥”通，羊印亦取

其吉祥之意，我们看到的这几枚肖形印（图14）所表现的羊，或动或静，惟妙惟肖。骆驼肖形印在

中原地区相当少见，而据相关资料的介绍，目前在新疆地区发现有骆驼的岩画遗址50多处ꨂ，说明

骆驼形象在新疆地区艺术表现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能看到的新疆骆驼肖形印（图15）表现有单峰

驼和双峰驼，刻画自然且富于变化。此外，狗、马、熊、兔等形象也出现在肖形印章中。新疆出土

的动物肖形印中还有凭想象创造出来的神兽天禄、辟邪。汉人常用石雕其为像置于墓前，但在肖形

印中出现天禄、辟邪的形象并不常见。新疆出土的这两枚肖形印（图16，右边一枚表现神兽头部）

形象突出，展现了神兽威武凛冽凶猛无比的形象。飞鸟类的肖形印发现相对较少（图17），左边是

一对飞鸟相对而视的情景，右边一枚肖形印似飞鸟但有待确认。还有一部分肖形印因年代久远漫漶

不清难以辨认，其意义也尚待进一步考证。

中原地区的肖形印，战国时期仍以上古神话、图腾为主题类型，这些肖形印形象狞厉凶残，具

ꨁ　其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

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此壶的主体部分为

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纹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

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春秋时期青铜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ꨂ　戴良佐：《新疆印花中的骆驼形象》，《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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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有一定的威慑力和强烈的征服自然、征服异己的功能，比如帝俊ꨁ、禹疆ꨂ、蚩尤ꨃ、雨师妾ꨄ、乌

（太阳鸟）、蟾蜍捣药等。汉代以后思想上的黄老观念、五行之术和儒家学说的交合，产生了“天

人感应”、“天不变，人亦不变”的宣扬，皇帝是政权和神权的最高意志象征的宗教化了的哲学思

想体系。在这种背景下，战国时期以上古神话、图腾为内容的肖形印也有一定变化，如“四灵”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吉祥物类肖形印开始盛行，有的还与文字交合，形式多样。两汉中原

地区的肖形印品类繁多，除了“四灵”外，还有杂兽类、杂禽类（飞鸟）、游艺类（人物）、民间

故事类（神话传说等）及建筑类等，这些肖形印退却了神秘恐怖而变得栩栩如生活泼生动，印风也

逐渐由狞厉凝重之美走向轻松自由、活泼灵动，章法布局亦简约洗练，肖形印的神话主题逐渐被观

赏性而取代。跟中原地区相比不难发现，新疆肖形印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比较丰富，但在种类上

略为单一，且整体风格相对来说不及中原地区成熟。.

三、新疆肖形印的艺术特性

印章在我国历史悠久，人们对它首先发生的概念就是作为一种记号证明的标志，即使现在仍使

用普遍，至于它自身特点及美术性质却往往被忽略；肖形印作为一种以图案为主要内容的印记，其

ꨁ　为我国上古东方之神，鸟头人身形象，形象可恐；其妻为日神羲和、月神常羲。

ꨂ　《山海经·大荒北经》曰：“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蹏长肘，名曰疆。”《海外北经》曰：“北方禺

疆，人面鸟身，珥两蛇，践两青蛇。”从文字表述上看疆、禺疆应为一神，即禺疆。

ꨃ　兽身人头，一手执矛一手执剑，头上、双脚还各执一不知名的兵器，狞厉凶猛达到极致，为上古神话中的兵器之

神。蚩尤在中原大地有很大影响，为战神和吉祥神。

ꨄ　《山海经·海外东经》曰：“雨师妾在北，其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图10 图11　　　　　　图12

图15 图17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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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和意义更为象征、隐蔽。处在河西走廊西端、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商道的新疆地区的肖形印，

应有更多的殊异和独特。.

（一）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

“任何一种艺术的存在都必然穿越不同的时空编织成一张属于自己的风格之网；它既带有历时

的传承性，也带有共时的普遍特征；它既是一个象征符号系统，又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体系。”ꨁ新

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孕育了新疆特有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新疆肖形印以其独特的

风格特征呈现了该地的历史积淀和审美标准。笔者主要从其内容表现、艺术语言、审美感受三个方

面试加以论证。

1．内容表现

新疆肖形印的内容多以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象为主要对象，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里所

指的地域性具体为两种含义：一是新疆地区；二是多个地理位置关系。前者来说，新疆地处内陆有

广阔的草原，动物以羊、狗、骆驼、马等居多。在已知出土的新疆肖形印中，这些动物形象在肖形

印中占主体（新疆肖形印中羊的形象尤其丰富，这一方面因羊与“祥”通，寓意美好期望的“瑞

兽”特点相关，也是因为羊在新疆地区居民生活中确实发挥重要作用）。与这些动物肖形印为多数

的情况相比，我们几乎没有发现蛇、鱼这类水生类物种形象在肖形印中出现，虽然作为游牧民族经

常逐水草而迁徙，但与内地相较水源相对较少，因此肖形印多反映跟生活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另

一明显表现是肖形印中的骆驼形象，这在全国其他地区肖形印中几乎没有出现过。骆驼从分布区域

广度看新疆最广，几乎全区各县市都有一定数量，它可用作骑乘、驮运、拉车、犁地等，因而对于

常年干燥的新疆地区生活有重大意义。后者来说，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狮子、孔雀

形象出现。亚洲狮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和印度地区，早期也叫作“西域狮”、“波斯狮”。狮子

最早是东汉时期由西域各国进贡而来的，汉书中有记载西域进贡的“师子”，但老百姓是很少有见

到的，不过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狮子在佛教中作为勇气正义之化身，文殊菩萨的坐骑即为狮

子，狮子的形象开始为人广知。随着佛教思想的深入和狮子形象的流行，肖形印中也多有狮子的形

象。孔雀产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马来西亚、越南和我国云南等地。它体型较大，头部冠羽聚成

撮，雄孔雀全身羽毛大部分为绿色，并杂有黑褐色和金黄色的斑纹，通称为绿孔雀；蓝孔雀又名印

度孔雀，产于印度、斯里兰卡一带，头顶冠羽经常展开为扇状，雄鸟颈羽为宝蓝色，富有金属光

泽，通称蓝孔雀。孔雀生活在茂密的树林山区，常到水源附近草丛中活动，警觉性很高，人类不容

易接近，尾长而双翼不发达，故而飞翔能力不强，以野果、草籽、植物嫩芽、谷物和昆虫小动物等

为食物。在新疆地区出现狮子、孔雀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新疆地区在古代社会中沟通中西

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些新疆肖形印除了它的美术价值外，也为研究新疆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提供了

许多珍贵的资料。

2．艺术语言

西方艺术理论把浪漫主义解释为：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

ꨁ　蔡光洁：《康藏居民装饰图形式风格的共性特征》，《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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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新疆肖形印艺术语言

的浪漫性体现在形式语言的多样化上。新疆肖形印我们能看到的有圆形、方形、三角形、椭圆形、

半圆形、同心圆形、心形、菱形、边框线状形、边框点状形，以及马蹄形、五角形、不规则形等。

同样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肖形印的形状多呈方形、圆形或者长方形。与中原肖形印的形式相比，

新疆地区肖形印形状表现得更为自由率性、质朴率真（钮饰多穿钮、鼻钮、桥形钮、提梁钮，跟中

原地区肖形印较为类似），跟新疆少数民族同胞性格豪爽、能歌善舞的热情性格有形似性，有浓重

的浪漫主义色彩。艺术语言浪漫性也在于表现手法写实与写意的结合。王伯敏先生曾说：“在方寸

之间表现复杂多样的形象，如果没有概括、提炼的能力是不行的。”ꨁ新疆肖形印的动植物形象多

是在自然形态的基础上融入人的情感，然后以一种抽象、写意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充分提炼后抽

象出其本质特征。生动传神震撼人心的肖形印也充分展示了新疆地区艺术概括抽象能力和奔放浪漫

的情怀。

3．审美感受

新疆肖形印在形制和内容上丰富多样，但印面大都构图饱满，这在花叶印中尤为明显.........

（图18）。这几枚印章构图对称均匀且布满印面，显得饱满而浓郁、大气又热烈。动物印章中同样

能看到这种特点（图19），左图中的兔子做飞奔之态，整个身体几乎呈一条直线，双耳向后，生动

地反映了其速度之快，构思巧妙且构图稳定均衡，周围有一圈点形虚线，将内部紧张、充实的动态

包围在内，整个画面充满了虚实强弱的对比且主题明确，极具视觉张力；右图为两只相视而立的禽

鸟，造型夸张变形，主观表现性强，周围花絮缤纷，使构图简练而不简单，富有感染力。

（二）新疆肖形印的功能推勘

1．印章的功能

印章“在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礼仪风俗文化、邮传文化等领域里的种种功能特

质，是‘示信’这个功能核心向各个方位或直接间接的辐射的结果，它们构成了功能核心的近距离

外围”ꨂ。“印，执政所持信也。”（许慎《说文》）“玺者，印也；印者，信也。”（蔡邕《独

断》）印章的标记功能应该是其最初的功能。这种标记功能在印陶上最明显的就是“物勒工名ꨃ”

的形式，之后随着应用范围逐渐扩展，从印陶、青铜器的印模、印瓦、印砖，进而扩展到社会生活

ꨁ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

ꨂ　金开诚、王岳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ꨃ　所谓“物勒工名”是一种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的制度，指器物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

品的质量。

图18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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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领域，如商业的凭信、政治的权利、审美的需要等等；而印章的内容、形制、技术等也越来

越丰富、细致、多样、精巧。肖形印作为一种私印，一般见于战国以至两汉具有相当身份的贵族墓

葬，是一种征信、取信的私人信器，这是其基本性质。其次是权力的证明，在古代政教合一的历史

发展阶段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各朝代的天子又几乎都兼任着宗教领袖这一职务，“天人合一”、

“皇权神授”等思想其实就是这种现象的延续，在帝王传位这种神性和权力交接的仪式中，印章往

往成了其所借助的物质载体，物化了继承者皇权和神权集于一身的正当性。再次，以印文或者肖形

图像呈现的印章本身就是“信息载体”的一种传递形式，在管理、生产、经商、战争等，最新信息

的获得和流通中，印章起到了重要的传递信息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具有保密和信息的功

能ꨁ。印章的主要功能大概如此。肖形印作为印章形式的一种，尤其是新疆肖形印，它的功能意义

又该是何种情况呢？

2．新疆肖形印的功能推测

新疆肖形印是经过漫长岁月积淀，凝聚了时代特征和精神文化的符号，既印证历史的变迁又焕

发出多样的姿态。对新疆肖形印功能的审视和研究，希望能进一步挖掘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所反

映的社会制度，乃至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审美意识等。新疆肖形印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和中国

文化中的许多方面都有着深层次的渗透和对话，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有使用价值也有审美价值。

亓浩在《汉代印章研究》ꨂ中提到印章的功能时认为“印章功能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面、印体、

精神象征”，具体为标记物、权力证明、信息载体、保密和信用。而我们也将以这几个方面为参

照，对比探讨新疆肖形印的功能特征。

首先是图腾族徽的标志。众所周知，图腾是原始社会每个氏族公社的氏族标志，他们认为自

己与这种图腾有血缘关系。海通在《图腾崇拜》一书中有贴切的定义：“图腾崇拜是初生氏族的宗

教，它表现在相信氏族起源于一个神幻的祖先——半人半兽、半人半植物或无生物，或具有化身能

力的人、动物或植物。氏族图腾以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命名，相信图腾能够化身为氏族成员或者相

反。氏族成员以各种形式表示对图腾的崇敬，对图腾动物或者植物等实行部分或者完全的禁忌。”

新疆地区的肖形印很可能和图腾有一定联系。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肖形印有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生

活、军事战争、人民生活等内容，而新疆多为植物动物。我们或者可以推断，因为新疆地区的思想

文化发展程度跟中原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所以肖形印中图腾族徽意味仍较为浓重。其次是封泥信

证的功用。战国至秦汉时期，公文和私信大多是写在简牍或尺牍上。为了信息的安全性，在传递的

过程中，用绳子将简牍捆扎，并在绳结的地方封泥并加盖方形、圆形或者不规则印章。游牧民族的

生活习性使他们对动物格外重视，因而肖形印中动物形象居多且品种丰富（可能也是因为文化的因

素，封泥证信的这一作用，对于古代新疆地域人们来说，用动物或者植物的形象更加容易辨识确

认）。再者，新疆肖形印可能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期望，用以“趋吉避凶”。这一思想有深厚的渊

源。商代的占卜风俗中包含着强烈的吉凶好坏观念，至周代《周易》中已有体系性的吉凶观念，秦

汉时又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升仙长生思想和“谶纬神学”的影响，这一观念经过不断的融

ꨁ　印章上的印文是其所有者的姓名或名称，与留在纸张上和封泥上的印纹具有同一性，故具有信用证明的功能；保

密的功能则主要是借助封泥，用封泥把信封好，再上封泥盖章，表明这封信没有被拆开过。

ꨂ　亓浩：《汉代印章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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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升华而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历史之久都是无可比拟的。“有些（肖

形印）象征着吉祥、美的品德的各种图画，不一定代表本人而代表着某种理想，和吉语箴言印差不

多，当是图腾的间接引深。”ꨁ新疆地区以游牧而居，其面对的生存挑战更为巨大，因而对于“趋

吉”的渴望会更加浓重和迫切，是个体生命祈求生活富足和平安幸福的巨大慰藉。著名艺术史家巫

鸿先生认为：“祥瑞既不是少数几个皇帝幻想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统治者试图操纵公共舆论的一种

政治权术；汉代人对祥瑞的信仰可以说是既强烈又普遍。”ꨂ尤其到了汉代，祥瑞形象装饰着人们

生活的各个方面。远离中原的新疆地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其肖形印也扩宽了艺术表现的范围，

引导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广阔的自然之上。新疆肖形印功能的解读是新疆地区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

一，随着考古和相关资料的发现，希望对新疆肖形印功能探讨有更深刻更新颖的观点。

四、当代肖形印现状简述及新疆肖形印的有益启示

众所周知，篆刻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印章历史悠久至今仍具

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也能从印章上汲取营养获得灵感。而新疆肖形印作为印章史上

相对小众且不被广知的一个种类，受关注的程度并不如其他地区、形式的印章深刻。不过值得庆幸

的是，近些年通过专家学者的努力，肖形印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疆肖形

印对当代UI图标设计、平面设计、卡通动漫设计、新媒体设计等的应用研究都具有极大的借鉴、启

示作用，而本段则在简述当代肖形印现状后单独展开新疆肖形印对现代肖形印设计的有益启示。

当今是一个日新月异科技进步文化多元的时代，传统文化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又有巨大机

遇；通过来楚生、矫毅、张耕源等老一代艺术家不断的探索，肖形印也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光彩。

这些老艺术家们凭借雄厚的绘画功底，大胆地将画像石、画像砖、瓦当等的诸多元素运用到肖形

印创作之中，在题材和艺术语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肖形印的表现空间，创作出了既具高古气息又

兼时代特色和个人风貌的肖形印作品，为当代肖形印创作打下了繁荣的基础。此外，《古肖形印

臆释》ꨃ、《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ꨄ、《古图形玺印汇》及续集ꨅ、《中国历代篆刻精华·肖形

印》ꨆ等大批肖形印专著的陆续出版，肖形印专题展览和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的举办ꨇ，新闻媒体包

括纸媒的宣传推广等，引发了创作者的激情和热忱，不同形式的交流使肖形印的创作突破瓶颈从而

有了新的形式，使肖形印这一昔日文房的把玩之物跳出原有的狭窄圈子走向公众社会。尤其近些年

来，在肖形印创作方面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名家，他们转移多思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其作品富于时代

ꨁ　温廷宽：《印章的起源和肖形印》，《文物》1958年。

ꨂ　巫鸿：《礼仪中的美术》，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0页。

ꨃ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

ꨄ　叶其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ꨅ　康殷：《古图形玺印汇》，河北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及1991年版。

ꨆ　李阳洪编《中国历代篆刻精华·肖形印》，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

ꨇ　1992年和1996年，《篆刻》杂志社两次举办国际肖形印专题展，参展作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每次展览的入展作品近两百件，题材有人物故事、肖像、佛像、十二生肖、鸟兽畜禽、花木鳞潜等，风格多种多样

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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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貌，不仅有内在的人文精神更有肖形印的核心价值，他们的形式多变风格多样，形成了创作的新

思路与全新视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丰富多彩的新疆肖形印，具有写实写意的意趣因而形神兼备，极尽概括之能事，在印形、布

局、章法、图像风格等方面，虚实得当、古雅浑朴、美妙生动，它不仅具有印章独特的金石韵味，

还充满了书画的线条美和形象美，虽微小但意味隽永。新疆肖形印蕴含着大量的现代艺术基因，只

有深入地积累、研究、顿悟，才能形成具有特色的肖形印创作观念，创作出具有现代意识与视觉冲

击力的肖形印作品。新疆肖形印作为历史过程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动态积淀的过程，无论是思想观

念、社会功用还是形式技巧，在中国印章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怀特曾说：“我们可以把文化系

统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ꨁ对于新疆肖形

印的现代启示，我们也可以仿照这三个纬度去探讨。首先在思想层次上，要有兼容并蓄的格局和态

度，以开放自由、包容自信的态度吸收、借鉴其他艺术形式的优秀，广泛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类别

的优秀成果，加强行业从业者和其他学科专家学者的沟通交流；在新疆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物

中的彩陶和仰韶文化遗存有关，史前时期新疆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也有文化联系，新疆特殊的地

理位置使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聚在一起等，这些频深入的交流促使新疆肖

形印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上丰富与多样，正如陆游所说：“汝果要学诗，功夫在诗外。”其次从

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当代肖形印创作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我们知道早期的肖形印除了封泥示信外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黑格尔在论古代艺术时也说：

“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这种象征意味使得肖形印图形寓意深

刻趣味无穷。在当代社会思想分化文化多元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肖形印内容和形式上的创

作，应在借鉴传统肖形印艺术的同时，古为今用古今结合，对肖形印做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创作

出保留传统文化底蕴同时更具现代生活面貌和精神气质的作品。再次从技术的层次上讲，新疆肖形

印的图案生动形象夸张简洁、构思巧妙装饰性强，整个画面统一和谐、精确突出，给人以充分的美

感，这与新疆肖形印独特的构图、刀法、章法、刻画工具及方法有密切关系，当代肖形印的创作也

可以从这些最直接的层面上获得启示和灵感。

五、结　语

对新疆肖形印的探究是对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这一阶段肖形印地区性发展的补充完善，也是

研究新疆地区历史宗教、民俗艺术，甚至中原与周边民族关系等的直观资料；同时肖形印也是我国

篆刻艺术的载体和宝藏，对新疆肖形印的研究亦有助于在当今这个求新创变的时代背景里为当代肖

形印设计制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演进，认真思考、

研究新疆肖形印在新背景、新形势下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取向及新的可能性上十分必要，且具有积极

深远的现实意义。本篇旨在通过对新疆出土的肖形印梳理，整理总结新疆肖形印的历史发展及其材

质、类型，进而从表现内容、艺术语言和审美感受三个方面去探讨新疆肖形印的风格特征，并尝试

ꨁ　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



415

浅析新疆肖形印的基本形态和艺术特征

结合文化历史的因素分析新疆肖形印的作用功能。但本篇中也有几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深究，首先关

于肖形印成因并没有单独成段加以说明；其次从纵横角度来说，对新疆地区肖形印其后发展、与其

他少数民族肖形印异同对比、对之后全国范围内肖形印发展的影响等没有给予过多的阐述；再者是

新疆肖形印和其他艺术形式互相借鉴影响的关系没有明确指出。希望这些问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为其后新疆肖形印研究提供一些研究方向和角度。目前的考古资料尚未发现新疆肖形印在使用

中留下的直接痕迹，这对讨论新疆肖形印的功能、风格、特征都有一定困难，且目前关于新疆肖形

印的研究相对不是很多。本篇所做的研究中有未及之处，恳望方家给予批评、指正与补充。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教育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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