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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篆刻海外传播的进路展望

——以西泠印社“世界图纹与印记”创作项目为例

张东升

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征程背景下，积极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思想，推动文化

软实力建设，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新态势，亦缘于一种软硬实力相互赋能并进的

内在迫切性。西泠印社“非汉字与图形印创作项目”以一种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艺术文化视

野，在传统篆刻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图纹与印记”的大印学概念，正响应着“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时代需要。但传统艺术在海外传播进路中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尤其应该把握政

策、法律与文化方面的迥异环境，不断优化传播活动中的主、客体与媒介等构成要素，能够建立跨

文化知识基础，找准位置、发好声音、得到反馈乃至形成共识，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

话语体系，协调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　西泠印社　世界图纹与印记　海外传播　进路展望

一、 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传播的新态势与
内在迫切性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一带一路”可谓国家级顶层合作，至2023年已历十年征程，在政策协调、设施联通、贸

易投资与产能合作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互助提升的显著成果。

但中国的世界形象有时候还与西方的主观印象有着“反差”，话语权长久在东方的缺失与西

方的在场形成了软、硬实力交织的结构性失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拓展，我们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获得的国际关注也前所未有，中国观念的国际传播在当下呈现出一种新态势，文化

软实力逐渐成为“一带一路”政治互信与科教交流的重要助推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话语体系

的系统性建设，亦显现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内在迫切性。

当今世界，各国在不断扩大对外交流发展渠道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国家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

输出。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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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强调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a“文明之

路”便关系到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中国观念国际传播的内外需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问题，对

内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发展的向心力；对外即如何

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重任，使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出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例

如书法与篆刻艺术都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实践和不断积淀的“物态文化”，又蕴藏着鲜明的民族特

色，二者在古代与近代的海外传播已经不胜枚举。但体察至近代杨守敬、张裕钊、吴昌硕等人对日

本书坛的书法传播活动，多属于艺术土壤与底蕴相对接近的人际传播，传统文化始终处于优势的输

出地位，跨文化传播的隔阂也相对较少。所以宫岛咏士能够跨国拜师于张裕钊专心求学七年，杨守

敬被日本书坛奉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对诗文、书法文化出自中国的渊源认同以及游访华夏文

明的心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谷口迴澜《与藤胁松轩书》中可见一般：

且诗书者，皆禹域之渊源，故足未踏彼土，而漫论声律体法，欲得正鹄也难矣。若夫登泰

山、访齐鲁、探殷周故墟、寻孔孟遗踪；或纵览长城之雄壮，或望见大漠之渺茫；俯仰感慨，

诗思坌涌，笔锋踊跃，其所获果何如也？b

而“一带一路”成员国家，贯穿亚欧非大陆，在沟通语境、风俗习惯、思维模式、表达方式等

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c合作的国家涉及六个大洲，这便要求我们立足于阐明中国立场、树

立中国形象的时代发展需要，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内容与形式，巧妙运用“世界性主题”减少跨文

化传播实践路径中的阻碍，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让世界通过中华文化的“求同存异”与“兼收并

蓄”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

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d

诚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文化自信，这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但也绝不排斥借鉴世界优秀文化，“以古人之规矩”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血脉基

础，“开自己之生面”又在强调传统经典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体现，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a　央视网：《“一带一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习近平这样阐释》，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1-11/21/

c_1128084774.htm，2021年11月21日。

b　［日］谷口迴澜：《与藤胁松轩书》，参见陈振濂：《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

较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c　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s：//www.yidaiyilu.gov.cn/p/77298.

html,2023年6月26日。

d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刊，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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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辩证取舍的方式，会当今之变，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若要实现这一终极目标，

既要拓展传统文化的“外廓线”，不断创新传播题材，又要稳定传统文化的“中轴线”，规范并深

化传播内容，努力提炼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进一步看，中华民族

的文化根脉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观念与人文思想的内核，对解决

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为优秀的文化基因赋予现代化灵魂，是凝聚中国精神、储蓄中国力量的

“独特战略资源”，也能够使中华文化在传播互动与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获得广泛的异域能量。

二、 西泠印社的“古为今用”——以“世界图纹印记”创作项目为例

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围绕金石篆刻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凭借着代代相传的

理想和信仰，近120年长盛不衰，享誉海内外。爬梳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历史，在建社之初便受

到日本书法篆刻界的瞩目，曾有河井仙郎与长尾甲慕名前来加盟。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日本著名

书法家丰道春海、青山杉雨等人，以及稍晚的香川峰云带领日本书印代表团至西泠印社访问。改革

开放后，西泠印社曾多次走出国门，在日本、新加坡等地举办交流展，国外艺术家与社团来访也日

益频繁。百年大庆后，西泠印社进一步拓宽对外文化交流的路径，在马来西亚、美国、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土耳其、荷兰等地举办“百年西泠·中国印”主题展览，其中实现了多个“首次”。

可以说：“篆刻艺术已逐步为欧美国家所认识和喜爱，突破了以往影响以及汉文化圈的局限。”a

这在当下看起来依然是非常超前的，意义重大的海外传播，可谓国外各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

口。随着中国篆刻的国际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泠印社的印学研讨会、书法篆刻大展与对外交流

项目的主题提炼，愈显国际化格局与全球化视野。陈振濂先生曾在西泠印社115周年之际详细列述

西泠印社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十二个“关键时间”，“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和“重振金石

学”的提出正是一种“古为今用”。而组团赴各国访问交流，《西泠艺丛》与“一网双微”，海外

“西泠学堂”的建设规划，“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等，都是推动中国篆刻“走出去”的开创

性工作。

透过纷繁的资料，西泠印社的发展在遵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社旨之上不断注入时代活

力，开创着自己的局面，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

西泠印社其实本来就是、也甘愿自认是一个非常“老派”的艺术社团，它不但不以“崇

古”为避忌，反而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彰显“古”即传统之如何为今用的价值观取向。b

（一）从“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到“世界图纹印记”

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新时代使命与责任倡导下，陈振濂先生适时提出了

a　郭超英：《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述略》，《西泠艺丛》2018年第10期，第48—51页。

b　陈振濂：《西泠印社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写在西泠印社115年社庆之际》，《西泠艺丛》2018年第9期，第19

页。



23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篆刻海外传播的进路展望——以西泠印社“世界图纹与印记”创作项目为例

以“创新思维”为统领的“大印学”理念，从2016年“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到2018年“世界

图纹与印记的篆刻艺术创新实验”，不断拓展着传统印学的研究视野，植入“世界眼光”，无疑是

对传统篆刻艺术海外传播的路径创新。一般来看，“非汉字系统印章”并非要追溯到国外，中国古

代便有西夏文、契丹文，尤其可见传世的法书名画上钤有一些蒙古八思巴文印，如徐浩《朱巨川告

身》与黄庭坚《苦笋帖》（图1）等。而“世界图纹与印记”就不局限于传统印章的概念了，图纹

包括了文字、图像与纹样，印记则比印章的形式、材质与功能更加宽阔。无论是传统篆刻还是域外

图像印章中都有取材于山水人物、珍禽瑞兽一类的肖形印式，再如东汉时期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的“卍”字纹，在镜器、香炉、瓷器方面应用极广，元代还有大量的“卍”字押印传世（图2）。中

国“卍”字纹的由来，可能为“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a

图2　元代　“卍”字押印图1　黄庭坚《苦笋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021年，“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在陈振濂书学馆宣布成

立，并举行了首批实验作品研讨暨课题论证会。“世界图纹印记”与“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相结

合，实验项目的意义就在历史性、广泛性中融入时代性了，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

在赋予它以承载国家层面上的外交含义、商贸含义、民族交流融合和文化传播含义的同

时，在艺术上创造出过去篆刻艺术之前所未有的新图像含义、创造含义与“印文化”拓展再创

造含义。b

从“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到“世界图纹与印记”的提出与具体进展，笔者曾排列诸

多疑问（图3），且有幸得到了“世界图纹与印记”实验组长阮解先生帮助。

a　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b　陈振濂：《大印学：世界图纹与印记的篆刻艺术创新实验》，《书法报》2013年第2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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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关于“世界图纹与印记”篆刻艺术创新实验项目的七点问题　

笔者自拟

关于以上七点问题，阮解先生的回复写满了9页A4大小的纸，成了本节能够客观展开的基础，

但限于篇幅，笔者仅围绕拟探讨的重点问题作出整合分析或转述。

2017年，阮解先生初次接触“非汉字图形印”的概念，是按照陈振濂先生布置的创作任务，

创作了两方印章，一方是用26个英文字母与梅花图案进行组合的图形印，一方是刻拼音字母的原押

印。阮解先生回忆道：“两方印表现的内容都是非汉字文字，也有图形相融，初看是传统印式的一

支，细看又是表现的英文字母。”2021—2022年，“世界图纹与印记”实验组在宁波正式组建，有

阮解、蒋明、孙长铭、谢吉昌、张伟五位成员。 阮解列出陈振濂先生为实验组规定的五点创作要

求：一是以世界印章史的视野，来创作这批印章，同时又能坚守中国传统篆刻本来的金石趣味；二

是争取能尝试“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的艺术表达新样式；三是要有“世界图纹与印记”的大

印学概念；四是争当篆刻艺术在新时代开拓发展创新的“先行官”；五是努力打造建立“文化自

信”，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样板。

那么传统的篆刻艺术家进入这个创新项目实验组后会遇到哪些问题？阮解先生亦列出五点：一

是文字的问题；二是图文搭配中涉及民族习俗等问题；三是概括能力的问题；四是金石趣味的把握

问题；五是外文及相关知识的储备问题。

第一、五点容易想到，因为大多数外文的阅读与书写顺序有异于书法篆刻艺术中的文字排列，

这便需要去了解世界印章史以及相应的语言知识，否则在创作中便无法灵活运用传统印章中处理文

字布局的相关技巧。第三、四点则特别考验创作者的艺术思维与表现技巧，正如阮解先生说：“按

中国儒家文化的表现取向，越概括、越抽象的形象会显得越高明。”“图形入印”作为一种艺术表

达，便需要抽象简练的概括能力与金石趣味，以达成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如果是将原图案等比例

般地放大缩小，那是机器擅长的事情，更无法承载“通人”的审美理想与文化观念了。而“金石趣

味”的把握尤为重要，这是守住传统的一个基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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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图纹搭配中还涉及民族习俗问题，所幸初期实验的五位成员都有一定国外生活经历与民

族习俗方面的知识，可以在创作中规避相应的忌讳。这是篆刻艺术跨文化传播中需要面对也必须处

理得当的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人文交流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一带一路”

跨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但它带来的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各文明间的交流

互鉴。a

那么目前的创作现状与首批实验作品比较来看有何进展？阮解先生回看第一批实验作品，认

为当时的问题在最近的几期实训中已经得到改观，主要可列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表达什么”的

问题，即“刻什么”？第二是从实用角度考虑，域外文字有特定的使用规定，如何在创作中给与

兼顾？第三是如何在非汉字与图形印的创作中参照传统篆刻语言进行艺术表达，形成独有的艺术

风格？

第二、三点主要是“非汉字与图形印”在艺术形式构成方面的问题，即艺术创作主体在这个领

域内怎样做到可持续发展。而第一点“刻什么”的问题更直接关乎篆刻文化的海外传播效应。在初

期之后，实验组还陆续在宁波及其他地区招募作者开展了两期实训，创作了一百多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非汉字与图形印，无论是工稳还是写意，作品的审美取向更加明显、风格面貌多样化，

且写意型作者在表现手法与印章元素的综合运用方面会更丰富一些。

2023年初，西泠印社发布世界图纹印记：“迎亚运”非汉字与图形印征稿启事，附件中提供了

参加亚运会国家的国名、地区名、国花等内容，以及部分前期实验作品供投稿人参考，阮解先生对

此评道：“以传统篆刻的精神内质作为非汉字与图形印创作的审美依据，使得这次征稿创作也是原

有实验的一种延续。”而展览评审在艺术表达之外，还从每件作品的内容出发，增加了对应文字、

阅读书写习惯、宗教习俗与外交等内容的综合性审阅，这亦属题中应有之义。直至目前，实验组已

有40余位活跃于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未来还将进一步组织更多的作者加入这一行列，重点针对“一

带一路”国家进行实验性创作和研讨，以期能以这种形式向域外进行推广和传播。

（二）从民族走向世界：“非汉字与图形印创作项目”的价值阐释

不同的民族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文化底蕴与风俗习惯都有区别，任何国家的传

统艺术门类或表现形式都有着特定的生存土壤，可谓蕴藏着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本质。“由于多民

族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必然造成民族精神的差别性，而民族精神的差别性就必然造成民族艺术的多元

性。”b所以我们要想让篆刻艺术更好地走向世界，就必须要考虑到民族精神与文化生态的多元存

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主要对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对遥远的非洲与欧洲

国家影响较小，因为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联系是民族艺术相互影响的必要前提。但在“一带一

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更为广阔，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阶级、民族的美如何对

a　陈积敏：《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商业观察》2018年第7期，第74页。

b　王宏健：《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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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超越阶级、民族界限的共同美依然是存在的”a。“世界图纹印记”创作项目可谓响应国家文

化发展战略、从民族艺术走向世界艺术的探索，其中反映了艺术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原理，

对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方面，即使“世界艺术”是为整个世界所共赏的艺术，也并非一种独立存在的艺术，它仍是

基于“民族艺术”的一种超越性表达。任何世界闻名的艺术作品，它们既承载着创作主体能够与读

者“共鸣”的审美理想，又无法完全摆脱艺术家的主体性，作品的风格与格调均蕴藏着每个艺术家

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与文化意识，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文化也会给作品打上民族的印记。所以

“非汉字与图形印创作项目”坚守篆刻本来的传统金石趣味是科学的，因为这是对艺术民族性的基

础保障。

另一方面，民族艺术相互影响乃至成为世界艺术是有条件的，一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类似

性，二是民族交往的可能性，“一带一路”背景下篆刻艺术的海外传播自然符合了第二点。那么

民族艺术具体如何走向世界？“世界图纹印记”

创作项目的实验目标均围绕着一个核心条件——

“如何表现人类共同美”，例如世界印章史的视

野、尝试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的篆刻艺术新

样式等，都是基于传统篆刻艺术的创新性拓展，

若各国图案与各类文字的入印方式都实验成熟，

那么将进一步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创造性

转化。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及美、英、日等国国际

传播内容建设的成功经验向世人昭示，以创新为

基础的文化内容建设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b

世界图纹印记相对于传统篆刻在内容方面

有着主题与题材的拓展，契合国际社会的文化需

求，以文化供给和价值认同的方式为海外传播奠

定了语境优势。在形式方面又能够坚持立足传

统、守正创新，世界图纹与非汉字元素的入印探

索，亦会反作用于传统印章的范式。而实验组

是如何平衡印章内容的“艺术性”与“可识读

性”？也即“审美居先”还是“识读居先”？

（图4）阮解先生答：

按目前该实验项目的阶段性要求而言，“可识读”是基础，与“艺术性”占比均同。不管

是图案还是非汉字文字，也不管是用工稳风格还是写意风格，均需要做到可识读。但从长远发

a　杨琪：《艺术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368页。

b　王向阳：《文化软实力视角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22页。

图4　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篆

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首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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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角度看，或许至少会有一部分是创作是允许发育成长为纯艺术性创作，但并不影响在较长一

段时期的两者都要兼顾。

可以说，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对艺术发展有着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影响，但跨文化传播中的

“共性寻绎”并不会磨灭掉各民族艺术的本来特色，不同地域的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所生成的“文

化生态”与“民俗”各异，其稳定传承的特性决定了各民族艺术的特色也是永恒的。

三、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图纹印记海外传播的进路展望

上文主要阐述了世界图纹印记的发展现状及其内涵的实践合理性，但目前实验组还未将作品正

式传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遂在开展本课题前自拟的最后一个疑问是：有无设想过这类印章

未来在海外传播时会遇到哪些挑战？最难克服的有哪些？阮解先生答：

从目前实验组的工作步骤来看，先是汇集一定规模数量的作品，待机会成熟时即前往海外

进行传播。从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和专题报道，以及目前所遇到的几个传播机会和事件来看，实

验项目将会遇到的最大挑战主要集中在“识读性”一块，这是针对传统篆刻作者对世界知识的

储备而言，创作作品中会存在识读不准确，对当地历史、习俗禁忌了解不深等问题。

可见，若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抓好篆刻艺术海外传播的机遇，还须妥善应对多方面的、传

统篆刻中不曾遇到的挑战。传播人才的培养、传播内容的提炼、传播规模与力度等问题，都影响着

未来“非汉字与图形印”走出国门的接受效果。

（一）建立跨文化知识基础：从文化差异看传播者的素质需要与培养

截至2023年6月，“中国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公布的共建国家已涵盖亚、非、欧、北美、南美

等六个大洲共152个国家，地域跨度之大，也使得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是必然的，许多国家在语言

交流、阅读习惯、思想观念与宗教习俗方面均有着明显差异。

关于语言交流，据统计有50多种国家通用语言和200多种民族语言，且大多是非通用语种，a

此外若不懂语意逻辑的表达差异，将切实影响着海外传播效果。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掌

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b但当下比较被动的情况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尚未

完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如果有一些国家的题材成为冷门，那便使得人文交流合作的圈子不够

“圆满”了。或许在国内的留学生群体当中选拔一些不同地域的、对篆刻艺术感兴趣的同学，作为

实验作品走出国门前的第一批观众，并进行相应的调研与研讨，可以作为当下暂时应对的策略。

文化差异其实是先天的“文化原型”问题，它与一定地理区域的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

a　盛雨婷：《试论“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差异及其应对》，《商业文化》2018年第8期，第86页。

b　杜尚泽，郑红：《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人民日报》，2014

年3月3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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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条件相关，并包含着各民族对“自身与环境”的特定认同和情感体验。作为文化原型的差异问

题蕴藏着文化生成和更新的原始力量，它起到了对伦理、道德、宗教、习俗、制度、礼仪、艺术和

审美等诸多人文心理的规范作用。a若追溯到我国先秦时期秦、晋、齐、楚等地域文化，可以感受

到中华文明本身也是多元一体的结构。所以文化没有高低之分，从海外传播角度来看，尊重、理解

异国文化不仅需要一定的适应能力，还应该逐步从基本的国际认知提升到“跨文化竞争力”的战略

认识。

建立扎实的跨文化知识基础需要“思想开放”和“文化同理心”，思想开放能够保障我们在

面对不同群体和文化规范时，减少偏见的存在，“文化同理心”是指“对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

的感觉、思想和行为产生同理的能力”。b篆刻艺术走出国门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他们又有着对

应的阶层与群体表征，创作主体在艺术构思与表现中如果没有以“文化同理心”考虑读者的特殊身

份，那便难以达到共情共鸣的效果，因为艺术的接受是贯穿于整个艺术生产活动之中的，正如德国

接受美学家提出“隐含的读者”概念来阐释这一道理：“既体现了本文潜在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

又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过程对这种潜在性的实现。”c

（二）找准位置：文化标识的捕捉与精髓提炼，提高情感认同度

结合实验组目前的情况，印式创新的成果是肉眼可见的，因为入印的内容与传统篆法不同，

这种新鲜感也是必然的。虽然“一带一路”国家的名称与国花就可以创作三百余方作品，但“世界

图纹与印记”是一方极为广阔的天地，还可以继续思考题材、印章形制、材质与作品形式方面的拓

展，以及如何在技法表达方面形成一定的语言系统，进而保障文化传播的连续性与深入性。具体来

看，培育创作主体与传播人才的“世界眼光”，不断深入世界印章史，充分了解国外的图纹与印记

形式是一个方面，且有必要邀请语言学家和领域相近的海外艺术家，对目前面临的跨文化盲区开展

专题性的深度诠释，争取在现阶段实验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合理合规地拓展形式语汇。需要反思的

是：目前的实验作品中的国花，我们参照的素材来源是否能够被对应国家的观众所接受？外国的花

和中国的花品种是否一样？而国名作品如果均套入中国传统印章范式，没有篆刻基础的外国人是否

可以轻易识读？结构变形与识读错位在艺术表达层面没有问题，但是否不够严肃，以及会牵涉部分

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图5）

海外艺术的传播结果也必然是通过比较与冲突最后获得合作与共进。d美国艺术理论家M.H.艾

布拉姆斯曾提出“艺术四要素图式”，即在完整的艺术活动中，有着“世界-创作者-作品-读者”

的四要素联结。落实到跨文化传播来看，创作者的意图很明确，创作方式也在不断改进，但读者对

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反馈是尤其重要的，即使成为粉丝后，还要求创作者能够持续输出喜闻乐见的内

容来维系。

a　廖宏勇：《品牌的跨文化传播》，中山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第6页。

b　［美］琳达·卡明斯、朱迪思·塞维尔、劳拉·佩德瑞克著，郭晓燕、陈赟译：《社会工作技巧演示》，格致出

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c　［德］伊泽尔著，霍桂桓、李宝彦译：《审美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d　张乾元：《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的问题思索》，《美术观察》2015年第3期，第82页。



239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篆刻海外传播的进路展望——以西泠印社“世界图纹与印记”创作项目为例

“传播什么”的问题很明确，即中国的历史

传统与价值观念，如何有效传播便需要找准“民心

相通”的位置，把握沿线国家对中国篆刻文化的认

知需求，转变艺术本土化思维，区分受传国家与接

受对象，精准施策，交流互鉴。如果再大胆一些，

是否可以尝试打破传统的印章框架，从内容到形式

都可以进行“世界性融合”。从“一带一路”国家

文化历史的立场来看，国名和国花之外，能够认可

的文化标识还有哪些？他们国家的传统印记又是怎

样的形象？当下已有学者关注到在古代西亚文化艺

术中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滚筒印章形式，出现的时间

比楔形文字还要早，一直被使用到波斯帝国，简称

“滚印”（图6、图7），它的存在时间大致对应着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兴衰起止（前5000年—前300

年）。这种印章是在圆柱体的上面刻了一些花纹、

图案以及文字，然后在湿的软泥上滚出连续的图

案或印纹。a1900年，在巴比伦遗址（今伊拉克境

内）的阿姆兰·伊布恩阿里古堆窖藏中曾出土了一

枚硕大的金青石滚印，高12.5厘米，直径3.2厘米，

以浮雕的手法雕刻着两河文明的风暴神阿拉德。b“滚印”材质丰富，除金青石外，还有赤铁矿、

缠丝玛瑙等软石料，且内容涉及纹饰、动物排列、神话、争斗、宴饮、觐见与祭祀等丰富题材。

此外，大英博物馆曾出版《世界印章7000年》，汇集了1992年在大英博物馆举行的国际研讨会

上12位演讲者的贡献，对世界各地的印章和印记做了全面的研究，亦可作为当下研究域外印章的重

要参考，12篇文章的主题分别围绕古代近东印、古埃及印、印度河流域印、米诺斯与迈锡尼印、希

腊印、罗马印、拜占庭印、（欧洲）中世纪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私印、伊斯兰教之前印

度印、伊斯兰印、中国印，各式各样的艺术风格、材料形制、印记功用与历史事件，映射着不同地

域的文化圈层和人文思想。尤其可见埃及的金银戒指印其实属于广义上的“印”，获得它的人象征

着显赫的身份，还有一些首饰印更多的是为了装饰，而不一定为了凭信而钤盖。这样的研究极具价

值，但我们缺少更多的维度把它们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里。c

（三）“硬内核”与“软传播”：融媒体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建设

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思考传播规模与力度的问题，如果仅是传达给国外的艺术家

a　刘昌玉；《以滚印为例略谈域外印章研究》，《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33页。

b　覃春雷：《从巴比伦窖藏青金石滚印洞见两河流域的地区冲突、文化传统演进和东西方文明交流》，《地方文化

研究》2022年第4期，第38—39页。

c　陈道义、陈哲：《“毕同毕异”——〈世界印章七千年〉研读札记》，《中国书法》2017年第11期，第112页。

图5　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

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首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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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艺术爱好者的话，以“世界眼光”不断打磨的创新实验便有点大材小用。美国的部分州名与城

市形象能够借着NBA队伍的庞大粉丝群体输出海外，中国的汉服也在TikTok等社交平台爆火，掀起

国风文化的出海风潮。一般来看，拓展传播渠道，用好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

墙（Instagram）、抖音国际版（TikTok）等集聚海外受众的载体，能够提高跨文化输出的速度与广

度，而质量与效果又该如何保障呢？

一个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融媒体时代的跨文化传播也呈现出主体多元

化、边界模糊化、传播立体化等新特征，带来了先进的媒介技术，但是传统陈旧的跨文化传播思维

不革新，再先进的媒介技术也难以发挥积极作用”a。跨文化传播不是强势的文化输出，创新话语

表达方式，提升接受效果，需树立“硬内核”与“软传播”的思维方式。正如当下的抖音短视频创

作，若要引起观众的兴趣，使用户尽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作品界面，核心是“内容为王”，即给信

息接受者带来明确的价值。但是，时刻抓住观众眼球也是极难的，这便需要立足于观众画像与传播

数据不断优化呈现形式。央视纪录片频道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国》，将美食、自然、家庭等人类普

遍而永恒的话题联系起来，成功展现了东方生活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内涵；科教频道《走进科学》

栏目也注重传播方式的创新，从以前枯燥地摆数据、讲道理，发展到现在注重故事性，传播理念与

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b

返观“世界图纹与印记”的实验现状，有了“世界眼光”之后还需要深入“世界题材”与“世

界形式”，目前印面内容的受众群体有无考量？再如初期实验组的边款形式大多还是以传统思路呈

现，而边款的创新性表达如何能与印面匹配？是否可以作为印面的补充或解读？提高篆刻艺术海外

传播的“完播率”，未来还将继续考验着创作者的艺术素养与跨文化基础知识。

四、结语

“西学东渐”一词，最初见于容闳1915年出版的英文传记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后被用来泛

指晚清以来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盛行的历史过程。c饶宗颐作为西泠印社的第七任社长，

a　段龙江：《我国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优化路径》，《人民论坛》2021年第14期，第98—100页。

b　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品牌战略 1958—200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c　王东屹：《中国近代哲学衍化与西学东渐探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图7　新巴比伦时期，距今2600—

2500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6　古巴比伦王朝，距今3800—3500年，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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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篆刻海外传播的进路展望——以西泠印社“世界图纹与印记”创作项目为例

为百年名社指出了“东学西渐”的新百年目标，a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国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树立中华文化形象、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

的重大战略部署。基于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的时代发展需要，西泠印社以“世界性交融”与“学科

性交叉”的大印学格局，探索“世界图纹与印记—— 一带一路创作印谱”创新实验项目。传统篆

刻艺术将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高效输出，需要建立跨文化知识基础，尤其是“文化同理

心”将切实影响着海外观众的情感认同度。此外，我们还要站在“世界印章史”的视野上，深入了

解“一带一路”沿线古国的印记文化，大胆开拓创新思维，注重“硬内核”与“软传播”协调统一

的方式，推动篆刻艺术“走出去”，亦为我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a　陈振濂：《西泠印社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写在西泠印社115年社庆之际》，《西泠艺丛》2018年第9期，第2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