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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中国古代手工艺术家传略

一、治印手工艺术家

印章，是我国古代艺术之林中一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魅力的艺 

术品类。它包括制钮和篆刻两项内容，其中制钮是与石刻、琢玉、雕塑 

等艺术门类密切相关的，而篆刻又与书画艺术密不可分，因此，可以 

说，印章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品类。

最早的刻印材料可能是石头，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印章的雏 

形应该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所从事的制陶生产。当时的陶器 

纹饰除了常见的剔刺法、刻划法和堆栈法之外，还经常使用拍印法，这 

种纹饰制作的手法是先用刻划好纹饰的烧结泥块模子，或者再简单一些 

的使用现成的、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的木块、木枝等天然纹路、形状， 

在准备入窑的陶胎上拍印、压印出所需的纹样。这样一来，拍印纹饰所 

使用的泥模，或其它质地的模子，就成为印章最早的雏形。当然，它的 

意义与后世的印章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只不过当我们为印章寻找它的 

历史源头的时候，不应该否认和不充分考虑到它的影响。

目前的实物资料表明，早在东周的时候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石刻印 

章了，而石刻印章从此时出现开始，历代都有，并且随着印章艺术的发 

展，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比例。在漫漫两千余年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 

了铁质、铜质、玉质、金质、银质，甚至木质、竹质等众多的印章材料。 

一般来讲，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多用铜质等金属材料铸印，石刻印章和 

其它质地的印章，是在元、明、清三代才成为印章中的主流。

制印者在早期都是以铸印、刻印工匠的身份出现的，归属于政府的 

职能部门严格管辖。由于他们的地位很低下，因此，无论是在正史，还 

是野史中，都很难见到有关他们的记载。至于民间的制印者，更是湮没 

在历史的长河中。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制印者资料，仅仅限于元代以后， 

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印者已完全不是匠人的身份，而大多数是文人，而 

且有许多人是当时当代著名的书画家、诗人、学者。例如王冕、程邃、 

汪智、席上锦等人，均是文人学士，张照则能书善画，又官至刑部尚 

书。由于这些人精通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社会地位，促 

使印章除了过去固有的信证作用之外，又成为人们喜爱的玩赏品、艺术 

品。所以，有关这个时期制印者的资料记载才会很丰富。

制印手工艺术家中，大多数人都有各自选用不同石料的喜好。如王 

冕作印，开创了用花乳石刻印的先河；何震喜欢使用灯光石；杨凯、周 

彬多用田黄石和寿山石；汪智专门选用桃花石等,由于经过他们的选 

用，加上文人的极力推崇，这些石料都成为今天著名的刻印石料。例如 

其中的田黄石，产于我国福建省，古今都十分难得，而其价值甚至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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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印手工艺术家

1 .赵孟頫

赵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 

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谓圜朱文 

也。虽非古法，然自是雅制。作 

印能作圜朱文，可谓能手矣。

清•陈洋《摹印述》

2 .赵孟頫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 

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 

王子假，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 

高宗无子，立子偶之子，是为孝 

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 

州，故孟頫湖州人……

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 

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用 

父應补官，试中吏部铃法，调真 

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 

力于学。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 

御史程笆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 

南，得孟頫，以之人见。孟頫才 

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 

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 

-to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 

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 

省，命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 

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 

矣。”……

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 

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 

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 

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 

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 

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 

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 

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 

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 

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 

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 

子瞻c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 

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 

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间 

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 

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 

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 

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 

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 

嘅嘅何也!”俄赐钞五百锭，谓 

侍臣曰：“中书每称国用不足， 

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 

给之。”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 

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 

敕御府赐貂鼠裘。

初，孟頫以程银夫荐，起家 

为郎，及钳夫为翰林学士承旨， 

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 

门，而后人院，时人以为衣冠盛 

事。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 

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 

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 

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 

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 

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 

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 

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 

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