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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章法在篆刻的交融創作 

Creating a Blend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 

Art of Composition in Seal Cutting 

   

施萬鍾 

Shi Wan-Jung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碩士 

 

摘要 

     本論文為延續金石畫派其具備書、畫、印同時進行的創作方式，並在其中

嫁接西方素描學理中的本質(光與色塊)，以至於產生不同於以往的新品種(新篆

刻章法-漸層)。在章法名詞的命名上，想將約定成俗的章法語言虛實、疏密，轉

成現在進行式且明顯易懂，故將虛實、疏密同時發生的現在進行式稱為輕重離

合法。以下簡述論文中五大內容。 

 

一、 本章內容主講視覺語言的共通性與視覺語言的運用，並嘗試從梳理書畫印

的章法中找出新的章法。再者是透過了解金石畫派重要人物作品的內涵，從

中汲取書篆與繪畫章法的壹致性以驗證筆者章法語言的可行性。 

 

二、 以集字聖教序的內容中整理出八大章法為序曲，並以意臨的創作佐證。第二

節中筆者提出近二十年來對書法教育的心得與總結。第三節以鄧散木的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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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章法為大綱，並在每種章法後提出創作。第四節以繪畫構圖的十三種法則

為依據，提出各式章法的創作，以增加筆者對自然形成的深度體認。第五節

為總結書、畫、印構圖原則即將筆者所創作的書畫、篆刻列表梳理，用以蘊

釀新章法誕生的養份。 

 

三、 書畫章法在篆刻創作表現綜述實為尋根正源。故創作理念乃為金石畫派的

啟發而創作內容為承襲金石畫派的實驗，即筆者試圖在金石畫派的延續中

以西洋畫的光感、漸層法，嫁接到書畫的章法後，以至於產生新篆刻章法。 

 

四、 即將光線的律動所產生的漸層分門別類計有：依照光的來源有正面、背面、

斜向、對角四種，根據視覺的原理有多重主題、擺動、順勢三種。 

 

五、 為本論文之結論，包含筆者對此論文的創作經過的反省、思緒靈感來源做壹

個整理與期未來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關鍵字】光感、漸層、書畫同源、篆刻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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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篆刻視覺藝術的鑑賞活動可以是直觀的，它發自讀者個人的趣味性，為中

心，故人人都能以印象述說；只是要透過文字學的正確引用，來調和字法的層

次，透過繪畫的結構美感層次，透過書法的風格與時代變遷審美層次，透過雕

刻刀細微的巧妙拿捏層次，直與作者的創作思維產生共鳴，卻非人人皆能矣。

唐朝張彥遠先生在《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中提出：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 

 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箓，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1  

 

 

圖 1-1 河圖洛書與八卦 2  

 

    張彥遠先生開宗明義的見解，影響了日後，文人畫中對人品的要求，否則

只是一張張淡淡筆墨的遊戲，怎能有成教化助人倫以至於有儒學中，金聲玉振

的本質呢?再者視覺藝術語言的尋根正源，從先皇伏羲氏、大禹在自然觀察中，

總結了先天八卦與河圖洛書的關連，達成關鍵的九個數字在任何方位的三個數

                                                 
1 潘運告、何志明編著，《唐五代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重印 139 頁。 
2 圖片來源：祖行編注，《圖解易經》，新北市中和：華威國際，2009，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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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相加總和皆為十五的九宮，而這奇妙和諧又影響了易經也使印章、書法、繪

畫的最高指導法則為此。 

 

    筆者從中國水墨畫的立意、構思出發，且去理解歷來賢者之智慧所精鍊出

各種構圖、石頭皴法、葉子的符號，再仔細閱讀並整合聖教序中的書法美學與

自然的關連最後以理性的態度交相思索書、畫、篆刻的章法並發現新的篆刻章

法「漸層」，將篆刻藝術注入新的活水。當然之間也產生許多疑慮，因為二元的

朱白對比如何能導入三次元的漸層空間感呢﹖至此閱讀了劉思量先生的《中國

美術思想新論》提出： 

 

    漸層作用產生空間感。漸層作用（gradient）是將造形、色彩、明暗、 

    濃淡等以漸增或漸減之方式加以變化，而產生視覺上的漸增、漸減、漸 

    強、漸弱、漸大或漸小的差等變化效果，因而產生空間的縱深感。實物 

    的體積在現實世界物理的三度空間中是恆定不變的，實物在現實世界沒 

    有漸層。漸層的視覺效果，其實是現實世界的一種扭曲和變形。這種扭 

    曲和變形之所以產生深度感，是模擬眼睛視覺對自然世界距離感和景深 

    的效應。此外，漸層造成光線明暗、遠近、動靜、大小、輕重、透視等 

    的距離對比，成為第三向度深度之線索，因而形成立體縱深之效果。漸 

    層作用之表現方法有以下數種： （一）形之漸層：以相似之形，從前往 

    後、從大到小漸減之排列。（二）色彩濃度之漸層：接近觀眾的色彩越濃 

    ，越遠越淡，此去即達文西之空氣透視法。（三）明暗光影之漸層：越近 

    光源處越亮，以造形最亮點向最暗處作漸層變化。（四）清晰與模糊形成 

    漸層：近物清晰、遠物模糊。（五）游動產生漸層變化：描繪移動之物體 

    ，輪廓有移動軌跡之模糊疊影。梁楷的潑墨仙人是有名的例子。（六）形 

    狀之曲扭或變形產生漸層：形之扭曲即是視覺位移效果，也產生漸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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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蓮變形人物即有位移效果。（七）以上諸法二者或二者以上同時並用。
3 

    由於此段漸層產生空間感的精譬理論，也讓新章法明確的跨出壹大步呢！

然而筆者有感鄧散木先生《篆刻學》中的「輕重法」與葉一葦先生《篆刻學》

中提及的「光感」實為宇宙生成之奧妙啊﹗故創〈墨之華〉壹印以自勉勵，款

中自云： 

 

吳俊卿先生有破荷亭一印邊款云，道日昧步日退；吾以印藝為求道之法，

借鑑古封泥之殘損法，再加西畫之光影對比的理性美。甲午夏五施萬鍾

瑑。 

 

望筆者能在藝術創作之路繼續堅持，因為尚有許多無窮盡，宇宙深處的

美，待我們去努力發覺。 

 

 

 

 

 

 

 

 

 

 

 

 

                                                 
3 劉思量著，《中國美術思想新論》，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1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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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施萬鍾〈墨之華〉
4
 

 

                                                 
4 筆者發表於碩士論文《書畫章法在篆刻的交融創作》中，詳見第四章作品解說第 22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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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一、加深篆刻章法的閱讀能力 

筆者從音樂的節奏以及和弦之中，體驗到不需文字解釋，即可了解音樂的

意境是壯闊、是小品、是喜悅、是憂傷；同理在篆刻章法產生的視覺語言，可

以讀出原創者的匠心獨運，尤其在攲側的章法中，那種險象環生的巧思妙不可

言。如吳昌碩先生的〈重游泮水〉壹印，包含了豐富的各種精彩章法，此印刻

製於一九一九年，那年吳昌碩已七十六歲，回憶起一八六五年中秀才的往事，

而細讀其邊款的內文，才知其中還蘊涵了對其妻子的深情款款。 

 

 

圖 1-1-1 吳昌碩〈重游泮水〉邊款 

 

    秀才乙丑補庚申，天目回頭夢已陳。詩逸鹿鳴芹且賦，年增馬齒穀為神。 

    縣瓢飲擇涓涓水，乞米書成盎盎春。珍重吳剛頻歷劫，可憐孤負月前身。 

  綸竿何處訪嚴陵。群議皇皇當中興。飲泮介眉今視昔。凌霜稀髮我非僧。 

  華風黯澹棲窮鳥。海色蒼茫徙大鵬。畦菜嫩黃池滿綠。扶衰倔彊一枝藤。 

  己未三月。援隨園老人故實。為賦二律。復志於石。棖觸前塵。忽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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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老之將至也。七十六叟缶翁。 

 

       

圖 1-1-2  吳昌碩〈重游泮水〉5  

 

二、養成寫字畫畫意在筆先的根源 

中國繪畫在北宋時受蘇東坡先生等文人的影響，認為畫畫的意境應追求像 

賦詩一樣的精簡自然，不假以雕琢；況且古人沒有照相機，想畫的真確也不容 

易，故須練習默寫默記。想當時傅狷夫太老師創海浪沒骨畫法，一人獨自靜坐 

在海邊觀浪，心中默記，回家後才憑記憶畫出，這樣的訓練是有助於心手眼的 

結合，然而通常寫字或畫畫總是援筆就有壹種自然臨摹的衝動，尤其是寫行草 

書或畫畫，殊不知在落筆前，名書家和大畫家都已胸有成竹，絕非單純的戲墨 

而已。 

 

三、書畫印中視覺語言的探索與整合 

筆者從蘇軾的《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中得到體悟，文中敘述如下： 

                                                 
5 圖片來源：劉江編著，《吳昌碩印論圖釋》，杭州：西泠印社，第 107 頁(另筆者附水紋圖，來

解釋此印道法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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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 

    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 

    如好其畫者乎？悲夫！6 

 

從此段文字敘述，最明顯的收穫是，書畫為補充和強化在詩所表達不盡之 

處，然而這些創作根源，都在清風亮節的品德行為上，自然流露出來，絲毫無 

矯揉造作之氣。因此詩、書、畫、印融為壹體後，感性的畫面無法言喻，而理 

性的章法猶如秩序井然的高尚人品，確有其鑽研的學理價值。 

 

貳、研究目的 

一、視覺語言的精確運用及表達 

    視覺本身即具足表意的功能，圖象含意致廣大而盡精微，超越了詩詞的意

境和文字的冗長敘述，如«禪宗十牛圖7»中因道之幽微而不可說，只好運用圖、

詩、文字一起說明之法。此外在書畫章法中，處理文字隨機的組合所產生的疏

密和實虛，將考驗創作者的審美能力與學養。因此對視覺語言的運用及表達的

精準性，就格外的重要了。 

 

二、書畫印的章法同時研究： 

 (一)化繁為簡秩序井然 

   筆者從自然寫生出發，追求的目標如唐朝張璪：「外師造化， 中得心源」

8。此外又想在論述中表達壹種與自然契合的理想，與東晉末年宗炳先生在《畫

                                                 
6 四庫全書之《蘇軾全集》卷九十四，贊三十七首之《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7十牛圖是中國佛教禪宗修行的圖示，有許多版本﹐其中以宋朝廓庵的十牛圖較完整。 
8 語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潘運告、何志明編著，《唐五代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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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序》：「聖人含道映物， 賢者澄懷味象」9；那種猶如道家《坐忘論》中提

及"清晰的觀察"即是美與創作的泉源。再者如同詩的字眼雖簡鍊的營造出意

境，但底層的平仄押韻，卻等同繪畫時素描理性的章法和結構訓練；好似在描

繪中有時遇到繁雜的物象如水紋、布紋、石膏像的頭髮、竹簍、紫藤花，要能

深入其生長的時令、了解底層肌理，使其運筆中的起承轉合，合乎創造的法則

故稱化繁為簡；而相對的天空、牆面、白球看似大面積的平面，卻要懂得有豐

富的漸層故稱化簡為繁，至此筆者想分享東坡先生對常形中也包含常理的奧妙

如下。蘇軾在《淨因院畫記》中提及「常理」、「常形」之不同，在文中提

到： 

 

    余嘗論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 

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 

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盜名者，必托于無常形者也。雖然，常 

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若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 

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10 

 

    如此參透造化對比法則的開合後，瞬間靈敏的大腦使繪畫從立意到構圖，

整體進行，也使作品的完成更趨於完美。 

 

(二)似與不似得以了解 

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折枝二首》： 

    論畫與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律， 

                                                 
版社，2004 重印 245 頁 。 
9 語出宗炳先生《畫山水序》。潘運告編著，《漢魏六朝書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

重印 288 頁。 
10 語出東坡先生畫記。云告譯注，《宋人畫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重印 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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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淡含精勻。誰 

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盪花間雨。雙翎決將起，眾 

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若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 

君能詩，寄聲求妙語。11 

 

    評論中國書畫的内涵在形似的基礎後面，蘊藏了中國人對自然深刻的體

悟。筆者在經歷了蘇峰男老師畫稿的臨摹且同時對實景寫生的了悟通透後，印

證「書畫同源」，也因此使畫畫和書法從臨摹、背臨與創作，不再那麼艱難。 

 

(三)法無定法 

蘇軾《石蒼舒醉墨堂》：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12。 

又於《書論》：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爛漫是吾師。」13。 

 

 

 圖 1-2-1  傅狷夫〈天真爛漫是吾師〉14  

                                                 
11 語出東坡先生題跋。傅慧敏編著，《中國古代繪畫理論解讀》，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2 年 1 月，166 頁。 
12 四庫全書之《蘇軾全集》卷二，詩八十三首之〈石蒼舒醉墨堂〉。 
13 語出董其昌著《畫禪室隨筆》卷四，雜言上，...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東坡先

生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14 圖片來源：廖新田撰，(法度與妙理-傅狷夫書藝特色)《紀念傅狷夫教授-現代書畫藝術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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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的熟悉與運用後，可因時制宜的選用繆篆、大篆等字體，豐富了篆刻

的字法變化；即篆刻從書法得以了解，而書法又從篆刻得到靈感，再來以金石

氣帶入水墨畫，最後筆者期望能將畫中的境，再回歸到篆刻中，達成印外求印

的宗旨。如鄧石如先生〈江流有聲斷岸千尺〉一印，為學習典範。 

 

     圖 1-2-2 鄧石如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15
  

 

叁、研究內容與限制 

一、研究內容重點 

 在一分為二的朱白對比中，篆刻章法佈局於是形成。之中創作者匠心獨 

運，巧妙處理矛盾，產生了整體和諧且面貌豐富的美學。 

 

（一）文質彬彬 

  《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研究 

篆刻美學的形成是內在的修養，這即是中國書畫的基本功，猶如繪畫入門的素 

                                                 
討會論文集》，274 頁。 
15 圖片來源：方旭著，《篆刻美學初探》，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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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研究等同。 

（二）金聲玉振 

   《孟子•萬章篇》稱讚孔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 

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筆者將鄧散木先生、方旭 

先生、提出的篆刻章法，整理歸納出視覺語言的重點，再帶入筆者對王羲之書 

法美學的體悟，最後在金石畫派的畫中驗證章法的共通性；此外筆者以理性的 

教學佔據多半的時間，故試圖從秩序井然的作畫和刻印程序中驗證，視覺語言 

是一種和自然無聲的交談。 

 

（三）新篆刻章法語言的運用 

     葉一葦先生在其《篆刻學》著作﹐章法壹節中提出： 

 

     鄧散木在《篆刻學》這樣全面的論列，而且用自刻印例作現身說法，確 

     是一份珍貴的資料。我們可以從這些技法為基礎，再昇華到「情意」、「意    

     象」以及「體制」上去。章法是在實踐中下斷發展的，如「虛實」、「多重       

     界格」、「殘破」、「光感」、「借邊」、「無邊」等等，將來都可以補充進去。  

     鄧散木刻的〈妙契同塵〉，虛實對比突出，卻沒列人章法一目，現在篆刻  

     這種虛實對比更為強烈。吳昌碩刻的〈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是一種 

     多重界格。依理說來，界格是對文字的束縛，它卻使文字突破界格，表現 

     出「不受束縛雕鐫中」的氣魄。又他刻的〈道法自然〉 邊欄破得只留下 

     邊一條。現在沒有邊欄已流為時尚。鄧散木刻的〈見素抱樸〉由於線條粗 

     細形成一種「光感」，頗有特色，這種格式已為趙古泥所常用。齊白石印 

     借邊是常用的方法，如〈飽看西山〉。章法在篆刻創作的構思中居於統攝 

     的地位，字法、篆法和刀法，都受到章法的制約。章法中各種手段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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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挪 讓、承應、離合等等，都是為了在「方寸之中」 製造矛盾對立， 

     這些矛盾著的各個方面愈多愈生動。但另一手段又是統一矛盾，在了藝術 

     上求和諧。這個章法的特點，我們仍可用古代哲學中的「和而不同」來概 

     括。「不同」就是各種「矛盾對立」，「和」就是「統一」、「和諧」。16 

 

    筆者依此段文字敘述的啟發後﹐首先提出篆刻章法的新名詞，新篆刻章法 

「漸層」，且將此章法的運用時機詳加說明，將對之後的篆刻教學提出貢獻。 

 

二、研究限制 

    因篆刻章法博大精深，只能先列舉鄧散木先生所著《篆刻學》作簡述，中

國繪畫部份以詩、書、畫、印皆能的金石畫派為宜，故列舉人物以趙之謙、吳

昌碩、齊白石、江兆申、吳平先生為範例略為主觀，希望能在往後的研究中陸

續增加學術資料。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兹將「心智圖」與「研究架構流程表」列出，以便書、畫、印章法同時觀

看對照。 

                                                 
16 葉一葦著，《篆刻學》，浙江: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 年，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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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心智圖17 

 

                                                 
17 筆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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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研究架構流程圖18 

 

 

                                                 
18 筆者製作 

                                  

題目：書畫章法在篆刻的交融創作 

 

             

詩書畫印的統合  

 

 

 章法的共通性 

結論 / 未來展望 

  

 

 

 

 

 

 

 

 

 

 

 

 

 

 

 

 

 

 

 

動機 / 目的 

方法 / 限制 

文獻回顧 

理論架構 

篆刻章法分析   書畫章法分析 

文獻

調查 

文獻閱讀 

收集資料 

整理分類 

 

理性的構思 

歷史文獻 

質化分析 

             

感性的筆墨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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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歸納分析篆刻章法的種類 

    筆者試圖以鄧散木先生《篆刻學》所提出的篆刻章法為主軸，探究其各式

章法，然而為了避免過於個人主觀思維，故再以方旭先生所著的《篆刻美學初

探》來回比對。此中發覺有四種章法(2)輕重(3)增損(11)離合(5)挪讓，同時包含

虛實、疏密格外重要。 

 

（一）方旭先生大約整理十五種：  

     1.平均法 2.疏密法 3.輕重法 4.增損法 5.收放法 6.挪讓法 7.呼應法 8.借邊法

9.避同法 10.穿插法 11.開合法 12.攲側法 13.方圓法 14.界畫法 15.邊欄變化法19 

 

（二）鄧散木先生整理十三種： 

     1 .疏密 2.輕重 3.增損 4.屈伸 5.挪讓 6.承應 7.巧拙 8.宜忌各十四點 9.變化 

10.盤錯 11.離合 12.界畫 13.邊緣20 

 

（三）歸納分析： 

    綜合收集以上幾種章法，再做分析發現，呈現「虛實」此章法的種類有：

線條的輕和重、完全和殘損、連接和斷續、印面整體的乾淨和斑剝。 

 

    呈現「疏密」此章法的種類有： 

3.增損 4.屈伸 5.挪讓 10.盤錯 11.離合，兩大主軸。然而 2.輕重 3.增損 11.離合 5.

挪讓，卻同時包含虛實、疏密格外重要。 

                                                 
19 方旭著，《篆刻美學初探》，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 年，目錄頁。 
20 鄧散木，《篆刻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 年，目錄頁。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三期                                                               

 186 

二、驗證書法結構中的章法特質 

    在集字聖教序中，除了攲側是單純為了製作險絕之美外，盡態、錯落、活

脫、呼應、迎讓、假借、變化皆符合篆刻章法中實虛和疏密的需要。 

 

三、繪畫在構圖時的思考要點 

（一）主題的重要性 

像寫作和戲劇的編導必先確立主題，然後再思考主角位置的分配，依序有八

種，以下為陳川先生書中所提及： 

1.主次分明 2.攲中求正 3.藏露得宜 4.虛實相生 5.疏密得當 6.開合有序 7.錯落

有致 8.顧盼呼應。21 

 

（二）數學中簡易的幾何造型 

在落筆之前筆者首先會有些幾何的影象，將對象物擺設呈各種動勢如下八種，

以下為李峰先生於書中所提及： 

1.之字 2.三線 3.對角 4.三角 5.矩形 6.幾何 7.段疊 8.層疊。22 

 

四、以金石畫派中的名家去驗證－書、畫、印創作章法的一致性 

從金石畫派成熟期的趙之謙與顛峰期的吳昌碩，以及後繼期的江兆申先生和

吳平先生的書畫印來驗證，書畫印創作時章法的一致性。 

                                                 
21 陳川：«構圖題款用章»，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8.6，目錄頁。 
22 李峰：«中國畫構圖法則»，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4.12，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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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筆者作品中的實驗成果發表 

筆者提出新篆刻語言「漸層」，計有「外拓輕重離合法」、「內擫輕重離合法」、

「斜向輕重離合法」、「對角輕重離合法」、「多重主題輕重離合法」、「擺動輕重離

合法」、「順勢自然輕重離合法」。 

 

新篆刻章法-漸層的七大種類 

    筆者提出新篆刻語言，計有「外拓輕重離合法」、「內擫輕重離合法」、「斜 

向輕重離合法」、「對角輕重離合法」、「多重主題輕重離合法」、「擺動輕重離合 

法」、「順勢自然輕重離合法」。並列舉前賢同屬性的篆刻創作為例，以佐證筆者 

篆刻創作的嚴謹性而非天馬行空矣。(以下製表以解說新篆刻語言七種) 

 

    此外因內擫、外拓法為七大章法啟蒙之法乳，但是此專有名詞過於抽象故

繪製理性的圖以解開這兩股神秘難懂的張力。首先畫一圓再區隔成四面八方再

者即劃分一股往內「綠色」為內擫，另一股往外「紅色」為外拓矣。 

 

圖 3-3-1 內擫、外拓法
23 

                                                 
23 圖片來源：李郁周教授提供內擫外拓科學理性圖解(陳履和先生電腦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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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拓輕重離合法 

編

號 

定 

名 

結構 共同特徵印例 特徵 說明 

24

見

素

抱

樸

54 

外

拓

輕

重

離

合

法  

25 

 

鄧散木先

生在《篆

刻學》下

冊二十頁:

印之分輕

重，為救

板滯、增

變化而

設；是猶

用軍之有

奇兵，非

不得已時

不用。如

入印文

字，繁簡

適中，可

停勻佈

置，不礙

美觀，便

不必故作

重輕，以

示炫異。 

 表 3-3-2 外拓輕重離合法26 

 

 

 

                                                 
24 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54 為鄧散木先生。 
25 王本興，《印章章法分類》，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年，頁 37。 
26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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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擫輕重離合法 

見

厓 

畫

印 

54 

退

省

室

54 

人

間

無

此

懽

喜

54 

 

內

擫

輕

重

離

合

法 

 

  

 

 
 

 

 

鄧先生又說:直

畫多於橫畫者，

宜中間重，左右

輕，反之則中間

輕，兩邊重。 

 表 3-3-3 內擫輕重離合法27 

                                                 
27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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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斜向輕重離合法 

雪

晴

樓

54 

   

海

畔

逐

臭

之

夫

54 

 

長

安

如

意

居

主

54 

 

 

斜

向

輕

重

離

合

法 

      

 

  

   

 

又有宜左輕右重

或左重又輕者，

大抵施於少字印

或半通印。所謂

輕重其間，相差

極微，如輕者過

輕，重者過重，

是為過猶不及。 

 表 3-3-4 斜向輕重離合法28 

                                                 
28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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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角輕重離合法 

右申所

得 54 

 

29大厂

居士儒

34 

 

30黃錫

禧字子

鴻 

9 

 

康侯六

十后作

54 

 

31讀古

今書 

3 

32潘印

伯鷹

58 

 

 

對

角

輕

重

離

合

法 

 

       

      

          

 

    

易大厂

（1874-

1941）原名

廷熹，旋易

名孺，號季

複，魏齋、

韋齋、孺

齋、屯公、

念公等，廣

東鶴山人。

精研畫畫、

篆刻、碑版

音韻、文字

源流、樂理

等，為陳蘭

甫嫡傳弟

子。曾任暨

南大學、國

立音樂院等

教授，印鑄

局技師等。

生平自詡：

詞第一，印

次之，音韻

又次之。詩

文，下筆即

成，從不起

稿著述宏

豐。33 

 表 3-3-5 對角輕重離合法34 

                                                 
29 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34 為易大厂先生。 
30 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9 為吳讓之先生。 

31 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3 為鄧石如先生。 
32 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58 為陳巨來先生。 
33 有關易大厂生平，參閱黃嘗銘編著，《篆刻年歷 1051-1911》，台北：真微書屋，2011 年 4 月 
34 筆者製表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三期                                                               

 192 

  五、擺動輕重離合法 

35楊昭儁

之章 37 

 

一日之

跡 37 

 

36樂安七

佛之堪 

14 

 

王冰 54 

 

37三餘 24 

 

38二半 

17 

 

奪得天

工 24 

 

 

 

 

 

 

 

 

擺

動

輕

重

離

合

法 

        

                                         

     

                                

    

 

 

 

(陰陽)包含左

右、上下、

斜邊。 

                                                 
35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37 為陳師曾先生。 
36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14 為趙之謙先生。 
37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24 為齊白石先生。  
38辛農編，《中國印譜》， 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17 為吳昌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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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庵 24 

 

佩玲人

24 

 

39李尹桑

鉨 46 

 

 

      

     

      
 

      

 

 

 

 

 

 

 

 

 

 表 3-3-6 擺動輕重離合法40 

 

 

 

 

 

                                                 
39 辛農編，《中國印譜》，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46 為李尹桑先生。 
40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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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重主題輕重離合法 

安住般

若 54 

 

園丁課

蘭 

17 

 

接木移

華手段 

24 

 

前世打

鐘僧 

24 

 

41永寧

專硯堪

主人

49 

 

42返老

還童 

36 

多

重

主

題

輕

重

離

合

法 

  

     

    

 

 

 

金聲玉振

也 

 

 

 

 

 

 

 

 

 

 

 

 

 

 

 

 

 

 

 

 

 

 

 

 

 

 

 

 

 

 

 

 

                                                 
41辛農編，《中國印譜》，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49 為壽石工先生。 
42辛農編，《中國印譜》，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36 為童大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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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張成功

的構圖，

應像將軍

帶兵壹樣

有系統的

組合，也 

就是每個

區域有其

總管而最

後統籌由

將軍發號

司令。故

舉出，壺

在每個區

塊有高 

光統攝其

焦距，然

而以此繪

畫的原理

帶入篆刻

章法中即

呈現區域

色塊，且

需互相 

呼應照

顧，最明

顯的字如

"華"字、

"康"字、

"丁"字、

"主"字中

運用，因 

其大篆中

有明顯的

團塊矣。 

表 3-3-7 多重主題輕重離合法43 

 

                                                 
43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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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順勢自然輕重離合法 

44果園長

物 18 

伯鸞小

詩 

18  

王印繼

香 

18 

蓮韜館

18 

黃印遵

憲 18 

雪雅堂

印 18 

內閣中

書舍人

18 

羅印光

泰 18 

 

 

 

 

 

 

 

 

 

 

 

 

 

 

 

 

順

勢

自

然

輕

重 

離

合

法 

     

 

    

 

     

 

              

 

 

 

 

 

 

 

 

黃士陵 

(隨機順

應處理)

妙悟也。 

 

 

 

 

 

 

 

 

 

 

 

 

 

 

 

 

 

 

 

 

 

 

 

 

 

 

 

 

 

 

 

                                                 
44辛農編，《中國印譜》，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18 為黃士陵先生。 



                                                           書畫章法在篆刻的交融創作 

 197 

 

君子豹

變 58 

 

車印志

義 58 

 

永保貞

子 

58 

 

45 

蘇鳳 

57 

      

 

 

 

 

 

陳巨來

(始知真

放在精微

矣)。 

表 3-3-8 順勢自然輕重離合法46 

                                                 
45 辛農編，《中國印譜》，地球出版社，1990 年。據收載印人目錄 57 為方介堪先生。 
46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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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創作省思 

   20 世紀裡，雖然對吳昌碩畫風已成為壹種典範乃至正統，本人試圖在通過

以上論文的闡述，來分析金石畫派在書畫和篆刻的立意構思、形式、金石氣的

追求有無拓展與變革的可能性。 

 

    之所以熱愛研究金石畫派，為筆者就讀碩一《文獻導讀》此課程時，在淡

水東坡樓受理玄先生琴棋書畫的薰陶並受梅庵派高古的琴音所至。話說這幾年

雖然對宋朝書法尚意的風格所著迷卻常執著於字形而無法體會意在筆先的意

含；一日理玄先生在彈平沙落雁壹曲時，琴音遼繞振盪的沙沙聲中好似雁子一

一飛落蘆葦叢中的畫面，此時無意中啟發了多年難以理解東坡先生的書法創作

內涵(即開啟筆者體悟輕重離合之美)；如今明白了那句「吾書意造本無法，點畫

信手煩推求」那種「天真爛漫是吾師」的樂趣。於是乎理玄先生建議筆者研究

方向可對金石畫派深入探討，感謝理玄先生使我的藝術生命更加清淨矣。 

 

    1995 年在臺灣藝術大學學習金石書畫與阮常耀老師結識最深。阮老師書篆

的章法接近虞山派且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又變幻無窮天真爛漫，況其人品高尚

與世無爭，故筆者在 2013 年在研究所時，重新與阮老師學習，爾後論文方向才

有所創新；而此論文緣起於 2003 年時為探求鄧散木先生虞山派章法殘損的奧

妙，故而向吳堪白大師的弟子尹之維先生苦學七年(鄧先生是趙古泥先生的弟

子，而趙先生又師事吳昌碩，且將其殘損的封泥元素強化)。至此吾苦思篆刻章

法要出新實非常理可致，因吾從事中西畫教學並著重於光線與結構的體認，故

能夠經常用心於如何將西洋素描中，光線所產生的漸層學習帶入篆刻章法中。

甲午年春月於休假閒暇時研讀葉一葦先生的《篆刻學》大作，見識到大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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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望並明確指出〈見素抱樸〉壹印的光感於是乎筆者信心倍增，終能用光線

成就此論文。 

 

二、創作之展望 

   時至丙申春月，筆者對求教於蘇峰男大師所苦練的金石畫派的牡丹畫法終

有體悟，其中畫花的章法即包含了書法章法並能驗證篆刻章法。(筆者於發表的

碩士論文中第二章第四節與第五節中已列表說明書法、水墨畫、篆刻章法的相

關性，其中構思的方法著重於構圖的初步形成)，然而筆者在論文撰寫時著重理

性的構思，故在書、畫、印章法的相關性上所舉例的創作方法，並非全與漢字

本身的意象有關，縱使觸及到意境的形成，多半是偶然企及的，孫虔禮先生在

《書譜》中有一段敘述與創作意境有關的名句： 

 

 …或重若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 

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 

智巧兼優，心手雙暢。47 

 

    筆者希望能將對自然的體會依照孔子所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

於藝。」的方向前進，並期許在未來撰寫壹篇有關將書、畫、篆刻的章法同時

創作的論文，將心得有系統更深入明白的表露以不辜負眾多恩師的苦心栽培。 

 

 

 

                                                 
47 馬國權，《書譜譯注》，香港：邵華文化服務社出版印刷，1965 年，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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