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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再续印人小传》研究

王景田

摘　要：叶铭是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其篆刻艺术、编撰《再续印人小传》与《广印

人传》以及保存印学资料三方面，奠定了西泠印社这个历时两个甲子社团的基本性格，因此，对近

代印学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再续印人小传》保留了珍贵的印人资料，是印学史研究的重要典

籍。本文从其体例发展、记载的印人群体性现象等角度探讨，说明其较高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叶铭　《再续印人小传》　印学文献

弁言

叶铭（1867—1948）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印学家。其篆刻艺术以“浙派”为基，兼顾“皖派”，

对古玺、汉铸凿印、汉玉印等风格亦有探索。在印学思想方面，叶铭科学地总结了“印从书出”与

“印外求印”两者间的关系，具有时代意义。其一生著述丰富，如《广印人传》《再续印人小传》

《国朝画家书小传》《西泠印社小志》《五朝镌刻墓志碑铭姓氏录》等，其中《再续印人小传》是

一部承上启下的“印人传记”。

“印人传记”起源于清代周亮工，出于“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a的目的，依托《赖古堂印

谱》，旁记印人事迹，后总而成书。周氏之后先后出现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又称《续印人

传》）、冯承辉《历朝印识》及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若以文献归纳法、对比研究法来分析《再

续印人小传》的体例，可以了解历代“印人传记”逐步走向科学、完善的过程，评价功过得失的同

时，或可指导新时代印人传记的编撰。

《再续印人小传》中记载的印人多出自江浙沪地区，表现出该地区印学的繁荣。若将记载的

印人取法对象进行系统总结，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总体的取法风尚，还可以梳理出流派篆刻的发展情

况。其中最为显赫的流派为“浙派”，从书中可以了解到“西泠八家”之外的“浙派”印人群体，

把握这部分印人的篆刻学习过程、最终的艺术成就，可以还原“浙派”的继承、发展的历史过程。

书中对于宗法“古则”与“今则”之间的讨论，解答了师法古人与表现自我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

是，在浙、皖诸名家深远的影响之下，尚有少数具有反叛意识的印人，他们不甘困于名家桎梏的精

神发人深省。叶铭在编撰此书的同时，体现出个人的篆刻审美观。其多使用“苍”“老”“秀”等

属于“经验描述”的审美名词评价印章风格，与唐代窦蒙《语例字格》有异曲同工之处。

a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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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讨叶铭的篆刻艺术、篆刻审美观及《再续印人小传》的体例、记载的印人群体性现

象，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

一、叶铭的篆刻艺术

叶铭篆刻继承“西泠八家”风范，心追手摹先贤遗迹，技法娴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林

乾良《西泠群星》中这样描述叶铭刻印的场景：

叶氏清晨绝早起身，即坐于窗前伏案作印。其印皆先一日篆好上石，而于清晨砉然奏刀。

刻印毕，才进早餐。a

对待刻印具有如此热忱的叶铭，形成了“典雅浑厚，平实朴茂”的篆刻风貌。结合叶氏长久

守社、晚年思乡的生平来看，似乎正是朴实、忠厚的为人造就了如此的篆刻特点，可谓印如其人。

纵览其篆刻，风格多样，形式丰富。对四灵印、图像印等印式有着较大的兴趣。其印章形状亦不拘

一格，如圆形、窄长条等形状为数亦不少。叶氏所治白文印，字形稳重且多“并笔”，形成白多红

少的艺术效果。叶铭刀法师承浙派“切刀”，其印作线条皆苍劲盘曲，遒丽华美。印章边款亦甚精

妙，取法陈豫钟、赵之琛，以单刀为之，字形精整，风格雅秀，以刀代笔，如有笔墨。其篆刻作品

呈现出的风格特征，与叶铭的取法有着直接联系。

（一）取法

叶铭篆刻对古则与今则皆有取法，不同的取法对象而形成的篆刻风貌各具特色。关于其篆刻取

法，很多研究者皆有记述，如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言：

初宗西泠诸家，后溯周秦西汉，于古玺、汉铁印、凿印、玉印及宋元朱文印，皆功力

深邃。b

细览现存叶铭青年时期的印章，具备典型的“浙派”风貌。这在其所作边款中得以印证，如

下表：

表1  叶铭青年时期印章取法“浙派”风格表

印作 时间 边款内容

乌程周庆云 1895年 乙未三月，仿曼生法，品三

泉唐鹤庐主人 1897年 丁酉十月，叶舟为子修道兄契友仿龙泓山人法

忘机客珍藏 1898年 叶舟仿钝丁法，戊戌并记

a　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2000年版，第17页。

b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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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段上来看，叶铭在28岁（1894年）至32岁（1898年）之间，主要以“西泠八家”为取法

对象。这与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丁仁有着直接关系。1894年，叶铭与丁仁在西湖丁家山筑舍读书，丁

氏手中有其祖收藏的丁敬印章72方，印社后来辑成的《西泠八家印谱》500余方中，丁氏一人便搜

罗百余方。在此期间，叶、丁朝夕伴读，两人摹拓印稿辑谱。因此叶铭有机会以浙派先贤的原印来

鉴赏和学习，这与马国权所言“初宗西泠诸家”的情况相符合。

但叶铭24岁时所治的一些印章并未体现出“浙派”风格。如“有影无形”“夏金桂”“侍书”

三方印（图1、2、3），笔画纤细，红多白少，入印文字杂乱。可以说，24岁以后叶铭直接临摹西

泠诸家原印，成就了叶铭篆刻的“浙派”面貌。其临摹之作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目前发现的

叶铭摹蒋仁“扬州顾廉”印a，如出一辙（图4、5）。

图5　叶铭摹刻

“扬州顾廉”

图4  蒋仁原作

“扬州顾廉”

图3　侍书图2　夏金桂图1　有影无形

关于叶铭摹拟前人之作难分真假的现象，林乾良《西泠群星》曰：

曾补刻武进赵仲穆之印谱，故对赵氏印作研究精深，两人之作令读者扑朔迷离，难辨

赵、叶。b

由此可知，正是叶铭高超的临摹水平，奠定了其篆刻的根基。叶氏篆刻不仅仅局限于“浙派”

成法，取法乎上，亦对秦汉印章悉心模拟。西泠印社藏叶铭手摹《周秦玺印谱》便是例证。叶铭之

母六十寿诞时，叶氏为贺寿而作《列仙印玩》，以传说中的仙人名为创作对象，刻之成谱。从中可

见其对古玺、秦印有着深刻的认知。简英智《叶铭的印学及年谱》如此赞许其仿周秦之作：

如“老子”“寿如金石”“孙登”“林逋”等印，工致庄穆，妙得周秦准绳。“张

良”“新州旧族”“花落水流红”“戈王姜”等印，端严深厚，已入两汉神髓。这些秦汉风格

印作之佳者，几与古人之作难分轩轾。c

a　朱琪：《〈西泠四家印谱〉叶铭摹刻本鉴别小记》，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总第28辑，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

版，第22页。

b　林乾良：《西泠群星》，西泠印社2000年版，第16页。

c　简英智：《叶铭的印学及年谱》，西泠印社编《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

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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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对秦汉之法有着深刻的理解，如“鹤丁”“黄石翁”两方印（图8、9），借鉴封泥之阔

边，其篆字形古朴，线条苍茫老辣。白文印“黄安”（图10）同样字势雄浑，“安”字破壁而出，

似有笔意。叶铭在对秦汉古法的学习与吸收之后，也对新的领域——“皖派”进行了探索。其中

“一息尚存”（图11）绝类吴让之朱文风格，字法、章法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叶铭所取“皖派”

是以邓石如、吴让之为代表的“新皖派”。“孤琴馆书画记”与“观自在斋”（图12、13）两方

印，饶有吴氏笔意，线条凝练。特别是“观自在斋”，“观”“斋”两字重心靠上，“自”“在”

二字反之，加之疏密变化、对角衬托，不失为一方佳作。

图13　观自在斋图12　孤琴馆书画记图11　一息尚存

图9　“黄石公”及边款 图10　“黄安”及边款

图8　“鹤丁”及边款图7　孙登图6　林逋

叶铭取法多样，依凭其高超的临摹能力，加上印社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其所临创的作品，皆

能做到惟妙惟肖，如出一辙。他对不同印风的把握皆游刃有余，虽然各种风格间变化极大，叶铭都

能从容应对。由此可见叶铭对篆刻之学所倾注的心血。

（二）代表作品

叶铭的篆刻风貌十分丰富，其创作理念可概括为：在以古人为准绳的前提下，体现自己的审

美特点。如其所作“甲申之岁年政七十”“宝珠”两方印（图14、15）取法商周鼎彝铭文。“甲申

之岁年政七十”字取大篆，古朴气息扑面而来，线条清劲。章法上的安排也十分考究，恍然观之，



西泠印社第七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084

（续表）

若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细而观之，则文分三列，左右为三字，字形小巧且排布整齐，而中间一列

“岁”“年”二字笔画多而字形开阔，“年”字尽情伸展，颇具气象。“宝珠”印有“亚”字形边

框，取鼎彝中族徽样式（图16），使印文整体感加强。

“持默老人”（图17）是典型的浙派风格印作，边款中言“仿曼生”。印章整体端凝大气，线

条苍劲古朴。与“云印”（图8）相比，一朱一白，风格相对统一。结合上文所述金文篆刻作品，

叶铭皆能做到取法印式统一，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与叶铭的篆书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柳仙”（图19）边款中言“仿汉”，仿照的是汉代凿印中急就章样式。其竖画收笔处呈尖

状，可见下刀之猛利，为求平衡，起笔处如同藏锋，厚实稳重。此法既保留了书写意味，也和尖利

的收笔形成强烈的对比，方寸之间，独见匠心。

图19　“柳仙”及边款图18　云印

图17　持默老人图16　商代族徽图15　宝珠图14　甲申之年岁政

七十

叶铭热衷于图像印的创作。他的这种做法多出现在创作《红楼梦人名西厢记词句》《水浒人

物印谱》这类集成创作之中。图像印的使用是为了丰富印谱中印章的样式，不至于了无变化。其中

“武松”（图20）一印，以虎形为印章主体，只刻画外形而不雕琢细节，有写意之感。左上以精致

的小篆题属“武松”二字，如画中之跋。整方印中，图画的随形赋势与篆书的精致整饬相映成趣，

不失为一方构思巧妙的佳作。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双龙印”与“四灵边”印式（图21、22）。特

别具有巧思的是“他不偢人待怎生”（图23）一印，借用碑刻中碑额图样，下列界格。这种引碑入

印的作品在其他篆刻家的作品中比较少见，这似乎与叶铭刻碑的出身有关。

叶铭以隶书入印的作品一般以阳刻为之，且多有界格。“一个仕女班头”“和小姐闲穷究”

（图24、25）两方印文出自《西厢记》，风格类似，应为叶氏同期作品。“梦坡室主”（图26）笔

体健壮，字体粗过边栏，形成醒目端庄的特点。其笔画在整饬的前提下略显石刻的漫漶，具有金石

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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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梦坡室主图25　和小姐闲穷究图24　一个仕女班头

图21　史太君图20　武松 图22　黛玉 图23　他不偢人待怎生

简英智《叶铭的印学及年谱》言：

叶铭篆刻创作理念是：一、印中求印，出入秦汉；二、广撷兼资，融合浙皖；三、印外求

印，用闳取精。a

简英智的总结基本概括了叶铭篆刻创作的思路，但结合上文对其取法和代表作的分析、总结，

可以发现叶氏篆刻是以“浙派”之法为根基，在此基础上吸取了先秦、秦汉古法，并兼顾“新皖

派”，因此叶铭是典型的“浙派”印人。然而叶氏终究没有形成独具个人面貌的篆刻风格，究其原

因是没有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篆书，因此其篆刻艺术缺乏一定的创造性。

二、《再续印人小传》的体例成因

印学理论肇兴于宋元，昌盛于明清，其中明代的印学理论成就达到了各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明代印学理论家借鉴书画理论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引入印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前所未有的篆刻

理论体例——“印人传记”。若想了解“印人传记”体例的发展情况，须先从印学发展史中寻求线索。

早期的印章大多由社会地位低下的工匠完成，生平事迹不见经传。诸如汉代扬利与宗养等制印

的工匠被记载下来已属凤毛麟角。所以于良子才说：“明代之前，作为印章艺术的创作主题，印人

的生平及其创作思想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领域。”b

a　简英智：《叶铭的印学及年谱》，西泠印社编《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

第181页。

b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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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以降，在文彭、何震、苏宣等数位杰出印人的大纛之下，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以独特篆刻

风格为主导的庞大印人群体。流派篆刻逐渐成为印坛的主流，印学理论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

出现了大量的集古印谱、名家印谱，这些印谱的流传使篆刻学习变得更加便利，参与的学人相应增

加。在这种潮流下，以序跋、专论为主要形式的文论大量产生，其中多涉及篆法、刀法、风格、雅

俗等方面内容。

伴随着印人群体的扩充与印论的繁荣，集中记载印人事迹的“印人传记”应运而生。现将历代

印人传与《再续印人小传》中的记载，分别挑选出范例进行对比，分析其体例特点：

表2  印人传记举例

序号 作者 著作 文例 体例分析

1 周亮工 《印人传》

弟靖公亦嗜好，在扬署见梁大

年为予作印，辄时时向大年问

刀法a

依托印谱，旁记印人印事，穿插个

人观点。所录皆周相识或听闻其事

的印人

2 汪启淑 《续人印人传》
沈皋，字闻天，浙江归安县竹

墩人b

描 述 姓 名 、 籍 贯 等 信 息 愈 发 规 范

化，不再如周作散文样式。然未突

破周氏依托印谱之窠臼

3 冯承辉
《历朝印识》

《国朝印识》

高翔，字凤冈，号西唐，甘泉

人。《画征续录》：西唐，山

水法渐江，参石涛之纵态c

依照时代顺序，从文献中摘补历代

印人事迹，范围与前后顺序更加扩

展、清晰

4 叶 铭
《再续印人传》

《广印人传》

董汉禹，字沧门，善写松竹，

精治端砚，工篆刻d

依韵编撰，方便查询，收录人数更

加庞大

5 马国权 《近代印人传》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

芝，字渭清e

增加公元纪年法、印人照片、印作

图片，体例进一步完善

纵观这几部印人传记，在检索方面只有叶铭的《再续印人小传》《广印人传》依照印人姓氏

所在的韵部划分归属，这样的做法使这本“印人名录”更加便于使用。汪厚昌在《广印人传序》中

阐明了叶铭此举的原由：“全书仿《画史汇传》之例，按印人姓氏，依韵编撰。”f叶铭不仅学习

了《历代画史汇传》的编撰方式，还使用了采编各种资料汇集于一的文献整理办法，将研究绘画史

料的方法引入印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叶铭在撰写《再续印人小传》之前，已经有了“名录

体”的学术成果——《国朝画家书小传》。近来发现的《五朝镌刻墓志碑铭姓氏录》体例与《再续

印人小传》《国朝画家书小传》也高度一致。现列表以示：

a　（清）周亮工等编著：《明清印人传集成》，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b　（清）周亮工等编著：《明清印人传集成》，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95页。

c　（清）周亮工等编著：《明清印人传集成》，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479页。

d　（清）周亮工等编著：《明清印人传集成》，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253页。

e　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f　王福庵审定，秦廉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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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叶铭著作与《历代画史汇传》体例对照

序号 作者 著作 文例

1 彭蕴灿 《历代画史汇传》
徐琮，字阶平，号枳园，钱塘人。人物山水宗戴进，

写照神妙，得之世授a

2 叶 铭 《国朝画家书小传》
谢淞洲，字沧㵌，号林村，长洲人。布衣，工书画，

精于鉴古b

3 叶 铭 《五朝镌刻墓志碑铭姓氏录》
王一梧，新安人，刻《阿弥陀佛经》

沈寿卿，虎林人，刻《重修神霄雷院碑记》c

叶铭拥有《国朝画家书小传》与《五朝镌刻墓志碑铭姓氏录》两部著作的编撰经验，为编

写《再续印人小传》与《广印人传》打下了体例基础。正如陈振濂所评价的那样：“在历代印人

研究方面，叶铭的《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在近代印学史中也无匹敌者。

尤以一个刻碑为生的匠人而有如此学术业绩者，诚为大难事也，即此一项，他就是当之无愧的

名家。”d

三、《再续印人小传》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一）价值

《再续印人小传》中对于篆刻、书法的批评，特别是篆刻取法方面的评述是整本书中最具理论

价值的部分。书中叙述印人的篆刻风貌，自然提及其取法的对象，使人更加直观地了解印人的篆刻

风格。

笔者将书中印人取法对象分类归纳之后，发现当时印人的取法深受“印宗秦汉”思想的影响；

取法“浙派”风格为主流；书中记录师法“文、何”与“邓、吴”的亦有一席之位，然不能与“宗

秦汉”和“法浙派”的相抗衡。除此之外，亦有受赵之谦影响的一些印人。对于这几种取法方向，

举要如下：

其一，“印宗秦汉”。书中记载了很多取法秦汉的印人，如：

吴廷康，字元生，号康甫，又号赞甫，又号晋斋，桐城人。篆隶铁笔，直窥
4 4

汉人
4 4

。

陈春熙，字明之，号雪厂，又号膝安，秀水人。工八分、飞白等书，篆刻直追
4 4

秦汉
4 4

。

钱善扬，字顺甫，号几山，又号麂山，嘉兴诸生，箨石宗伯之孙。刻印疏密相间，脱去时

下町畦，一以汉人
4 4 4 4

为宗。
4 4  

a　（清）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卷二，扫叶山房石印本。

b　叶铭：《国朝画家书小传》卷三，西泠印社藏本。

c　王巨安：《叶为铭佚稿〈五朝镌刻墓志碑铭姓氏录〉》，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总第28辑，荣宝斋出版社2010

年版，第31页。

d　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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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降，“印宗秦汉”思想占据着篆刻取法的主导地位。明清流派印是在新的文化潮流下，

对秦汉篆刻进行消化、吸收，进而演变成新的风格。其中广为人知者，有文、何、邓、吴、赵诸

贤。因此，师法秦汉的“古则”与师法明清名家的“今则”，在后世印人中相互影响。而《再续印

人小传》中，师法秦汉者，除却上文列举的吴廷康、陈春熙、钱善扬外，还有许多。如江苏张定

“刻印得秦汉法”，会稽徐尧“刻印得汉人三昧”，叶铭好友吴隐“悉宗秦汉”，吴县孙梁“有汉

人遗意”，桐乡冯壿“得汉人遗意”，秀水曹世模“精于篆刻，专摹秦汉”，长沙李二木“篆刻超

绝秦汉”a。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取法乎上”的思想影响下，这些印人身体力行，有的终其一生践行着“印宗秦汉”的准

则，造就了当时篆刻复古的繁荣景象。秦汉之法虽好，但是对于有着独立人格的文人艺术家们来说，

仅仅仿佛其形还远远不够。正如书中记载的印人陈观澜所说的那样，师法秦汉，亦当有变化：

陈观澜，善印章，尝自论曰：“非仅以秦汉为师，尤贵师其变动入
4 4 4

神
4

耳。”b

陈观澜此语，是对学习秦汉印章的深入思考，与周亮工的观点十分相似：“惟以秦汉为归，非

以秦汉为金科玉律也，师其变动不拘耳！”c二人认为的“变动入神”与“变动不拘”指出了在学

习秦汉印章时，不能仅继承古典风格，更应该有个性化发挥的空间。只有在把握秦汉印章的精髓之

后，将自己的审美与古人的印式相结合，才能算是真正的师法秦汉。

其二，师法“浙派”。除去以秦汉之法为圭臬的印人外，《再续印人小传》中记述的“浙派”

印人，数量最多，这些印人大多与“西泠八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归安严坤“论印一以钝丁、曼生为宗”，印人都荣“深得浙派正宗”，上舍胡培“印法曼

生”，富阳胡震“见钱塘钱松所作，乃大惊服”，印人胡义赞“篆刻学陈曼生”，余姚潘俊“得赵

次闲衣钵正传”。d书中仅言“学浙派、刻浙派”的印人同样很多，如童大年、吴璠、陈埙、陈祖

望、陈雷、韩鸿序等。

上述这些“浙派”印人清楚地展现了“西泠八家”以外的印人群体，也显现出“浙派”印人取

法的真实情况。从中可以发现，随着“西泠八家”的递次出现，印人在学习时并不是将这些名家的

作品一一模仿，大多采用的是专效一家的办法。但是在时间跨度两百余年，拥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印

人参与的流派，却再未产生新的突破，面临着“风格固化”的僵局，可能这才是魏锡曾所论“浙宗

后起而先亡”e的原因吧！

其三，师法文彭、何震。文彭、何震影响深远。书中记载，吴县黄寿凤“刻石仿文、何”，无

锡侯文熙“宗文三桥而苍劲过之”，娄县冯大奎“铁笔学文三桥”，陈成永“篆法三桥”，仁和陈

a　张定、徐尧、吴隐、孙梁、冯壿、曹世模、李二木相关记载，皆引自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

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b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

c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d　严坤、都荣、胡培、胡震、胡义赞、潘俊相关内容，皆引自（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e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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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其篆刻的真三桥”，文鼎“得三桥遗意”。不仅如此，叶铭称赞文嘉“为明一代之冠”，在

明代诸家之外推崇文嘉，亦是此书一大特点。书中在讨论陈宾对于文、何印风的吸取时这样说道：

陈宾，字文叔，仁和人。朱高治《复吕文倩书》云：“弟向有谱序三五通，奉之同好，其

中源流切要处，已少少尽之。大约此道登堂推文三桥，而何雪渔则敦庞变化，搜秦汉之理而舞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踏之至
4 4 4

。陈文叔则精工尽美，更秀稳无疵，其原出自何而的系相沿，不得不以瓣乡归之。a

朱高治认为何震是在继承秦汉印章之后，再对文彭的印风进行一些变化，方才形成有自己特色

的印风。继而又言陈宾的篆刻“精工尽美，秀稳无疵”的原因是沿袭了何震之法。朱高治的推崇之

处，不仅是对文、何的肯定，其出入秦汉、后求流派的观点亦发人深思。

其四，师法邓石如、赵之谦。《再续印人小传》中，取法于邓石如、吴让之和赵之谦者，亦有

一席之位。暨阳王尔度“篆书刻印一以邓完白为师，尝摹仿邓印为《古梅阁印剩》”b，吴江孙云

锦“得邓完白家数”c，朱士林、朱志复、钱式、陶濬、张国桢、程峤皆为赵之谦印风的继承者。

除却对名家印风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再续印人小传》中还有两位具有反叛意识的印人，是

书曰：

钟以敬，字让先，号窳堪，钱塘人。少好弄翰，酷嗜吉金乐石，风雨摩挲，孜孜不倦。

尤善铁书，精整隽雅，独连匠心，善于
4 4

“皖、浙
4 4

”两宗间别辟蹊径者
4 4 4 4 4 4 4 4

。其论篆刻，则谓近时名

流，辄侈言高古，诩诩然自矜。d

高心夔，字伯足，号碧湄，江西湖口人。咸丰己未进士，官江苏知县。工诗文，善书，又

擅篆刻，专主生峭，不落恒蹊，于“浙、皖”两派外别开生
4 4 4 4 4 4 4 4 4

面也
4 4

。e

一门艺术的发展总是在继承与变化中错综演变，交替而行。明清时期一些不甚著名的印人，即

使在名家风格的影响下，也同时在寻找风格突破的可能性。这些具有开创意识的观念和做法，对当

今印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钟以敬、高心夔两位印人身体力行，虽然处于“皖、浙”两

派的洪流之中，依旧尝试寻找着个性的体现，这样的精神亦能启迪后来者。

《再续印人小传》中对于篆刻的审美评述具有一定统一性，叶铭围绕“古、秀、苍、劲”等概

念对作品的评点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在书法理论中，这样的评论方式出现得比较早，如“天然、

功夫、刚健、婀娜”，或是张怀瓘“神、妙、能”的评价方式，再或是《述书赋》中的“语例字

格”，用这些审美名词来评述书法风格。这些都出现在宋代之前，并且体系健全。而作为后起之秀

的篆刻之学，亦在明清印论中加以继承、借鉴。

a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b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

c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

d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e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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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常见“清劲、苍劲”等词，“劲”指篆刻作品所体现出的一种由视觉体验转变为触觉感受

的审美过程。是书曰：

钱塘高日濬，字犀泉，钱塘人。陈曼生大令妻弟，得其指授，故篆刻亦清劲
4 4

不俗。a

泉唐丁柱，字征庵，泉唐人。刻印苍劲
4 4

。卖篆市中，问奇者履常满焉。b

“劲”是一种抽象的审美体验，我们试着从高日濬的篆刻作品中，了解这种风格。

高日濬为陈鸿寿妻弟，得陈氏亲传，承袭了“浙派”的典型风格。即以“切刀”制印，线条苍

老枯劲，文字转折处多为方折。这方“为耽花月不神仙”（图27），字内空灵，排布工稳，可见叶

铭所言之“清劲”。

图27　为耽花月不神仙

在叶铭的审美评价中，“古”亦有一席之地。秀水朱熊“尤精篆刻，竹石瓷铜偶一奏刀，无不

苍秀得古法”c，松江何屿“工铁笔，又善隶篆，皆有古趣”d，吴伯生传经“篆隶古雅有致”。

“复古”一直是书法、篆刻艺术的崇高最求，书家追求作品中体现古典风貌，篆刻家追求印作“杂

之秦汉而不能辨”的古朴气息。在碑学盛行的清代，斑驳陆离、古朴稚拙的金石文字对书法家、篆

刻家的审美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更易体现“金石气息”的篆刻艺术，印人追求古雅的篆刻风貌，

自然顺理成章。与“古”相佐而行的是“老”，在书中也有多处体现，如：

张曙，号玠庵，上海人。篆刻甚苍老
4 4

，名盛一时。e

如果说“古”与“老”属于质朴、复古的一种审美，那么印作中高洁、华丽的审美显现可以说

是“秀”。吴县张文燮“摹印以圆整秀润为宗”，吴江翁大年“善刻印，工秀有法”，娄县周天球

a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页。

b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c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

d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e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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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秀洁，婉转多姿”，海宁陈寅仲“工篆刻，苍润秀劲”。a“秀”与“古、老”作为抽象的

审美感受，欣赏者往往是见人见智，没有固定的答案。如唐代《述书赋》中言：

除去常情曰古，无心自达曰老，翔集难名曰秀。b

《述书赋》以同样抽象的审美经验，来阐释这些名词的做法，或可使人对其有所理解。这种做

法在中国古代书论中早已出现，概而括之可称为“经验描述法”。而关于篆刻中“古、老、秀”三

者间的关系，明人徐上达《印法参同》中有这样的论述：

八要古：健而不古，则方正整齐，圭角毕露。又须敛锷藏锋，俾苍然得古人致。

九要化：古而不化或属矫揉。须是浑浑融融，泯夫笔迹，并泯夫刀迹。若鲜肤至润，秀色

可餐，昭然于心目，而相卒不可睹，斯为化也。c

徐上达认为学印应以古为法则，作印泯灭圭角，收拢锋芒才能“得古人致”。继而又言“古而

不化”属于矫揉造作，不能体现自我审美。诚然，古质而今妍，印作只有达到“鲜肤至润、秀色可

餐”才是化解古人之法。这样的例子在《再续印人小传》中也能找到相对应的印人：

胡䦆，字匊邻，石门诸生。工诗书，治印与吴苍石大令相骖靳，虽苍老不及，而秀雅

过之。d

胡匊邻印不及吴昌硕之“苍老”而以“秀雅”为胜，可以说是对“古则”与“今则”进一步的吸收

消化。《再续印人小传》中还有对印人书法、绘画的一些点评，在此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叶铭对于

这批篆刻家的取法方向、所属流派和篆刻批评，是此书的核心内容。是书继承了传统的评价方法，对明

清印人、印作的批评，展现了印人的艺术风貌；显现了“流派”的影响力和篆刻审美评价的相对统一。

其中关于“化古为今”的讨论，对研讨篆刻艺术的更迭、演进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二）不足之处

《再续印人小传》作为20世纪初期的著作，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其一，校勘不详。限于时代因素，此书的点校本数量较少，现有的整理本还存在一些错别字、

标点不全、脱简的情况，给阅读造成一定障碍。

a　张文燮、翁大年、周天球、陈寅仲相关论述皆引自（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b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268页。

c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d　（清）周亮工等撰，于良子点校：《印人传合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西泠印社第七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092

（续表）

其二，记载简略。此书对印人的记载大多较为简略，甚至重要的印人事迹也未载录，诸如吴

昌硕、徐三庚等人的记载亦极其简短。一些印人的籍贯、字号出现错误；只有少量印人载录其卒

年，大部分没有生卒年信息；没有收录印人印作，不能给读者以直观的阅读体验；常出现“工篆

刻”“能篆刻”等笼统说法。

其三，缺乏原创性。书中有很多直接沿袭冯承辉《国朝印识》的内容，对于冯承辉的按语，不

加甄别直接使用。或者直接用冯氏之“余”，给阅读造成混淆。引用其他资料如《墨林今话》等书

的内容，并未在书中提示，给文献的准确性和来源造成障碍。相较于周亮工《印人传》在“吸收前

人批评方法基础上，第一次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于印章批评之中，形成风格明显的方法体系”a，此

书未能达到如此水准。

其四，未能体现“印人传”。书中记载人物很大一部分为书画家，偶涉篆刻，或为刻竹匠人。亦

有部分善诗文者和为官者。如此一来，此书中的“印人”概念变得混淆起来，更像一本“艺人传”。

其五，前后顺序不清晰。《再续印人小传》依照印人姓氏所在韵表顺序编撰，加之不记印人生

卒年，虽然利于查找，但容易造成印人的先后顺序不清晰。

四、叶铭与《再续印人小传》的印学史意义

《再续印人小传》是研究篆刻史的重要资料，开创了印学研究的新局面。它继承了前三部印人

传的精华，是该体例走向完善的标志。围绕是书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西泠印

社社员秦康祥、柴子英、韩登安三人，面对《再续印人小传》中大量讹误的情况，进行校补，在沙

孟海的认可下，最终形成《历代印人汇传》，后有马国权《读〈广印人传〉札记》考述三十余位印

人的事迹。近年来印学研讨会围绕着《再续印人小传》中与明代印人朱简的相关记载进行考辨，对

这位印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这些研讨成果都是基于叶氏著述而来，可见《再续

印人小传》对于印学研究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力。

在“保存金石”方面，叶铭积极组织、参与印谱的收藏和历代印学文献的收集工作，为印社保

留下一大批珍贵的研究资料，对这个百年大社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众所周知，学术研究基于历史

文献的支撑。清人阮元正是基于“帖学 ”相关的文献，结合新发现的“碑学”资料，才第一次向

世人展现出“北碑南帖”“南北书派”的观点。而叶铭的亲身所为，形成了印社收藏印学文献的传

统。西泠印社社友张鲁庵家境优渥，颇好收藏秦汉古玺印章，明清以来的印谱收藏甚丰。据估计，

其生前藏有古印章1500余方，印谱430余部。其逝世前留下遗嘱，将这些印谱及印章悉数捐献给印

社。西泠印社社友捐献收藏，合资收购金石遗存的做法，在西泠印社建立之初便有先例。李叔同出

家之前曾多次致信叶铭，与其商讨修行之所，最终将平时所用印章捐献给印社，叶铭凿窟而藏。这

样的示范作用，使印社同人各出己力，集中保存了一大批印学资料。这便是叶铭及《再续印人小

传》对印社的发展及印学资料保存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作者系河北美术学院书法专任教师）

a　朱天曙：《论〈印人传〉的印章批评方法》，《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7年第1期，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