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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主要採拙作〈新復漢式－陶瓷篆刻創作研究〉一論中的柴燒作品部分進

行探討，它有別於一般陶瓷印使用電窯進行燒造，而以難度較高的柴燒工藝來創

作。以「漢印」與「漢代藝術形式」來發揮，運用刀刻於柴燒土以及燒結後的效

果以產生不同的特色。在實務上，取得了柴燒與篆刻之間的聯繫，它提供了有志

於陶瓷篆刻者另一項選擇。在陶刻印文的樣式分析中，充分體現了封泥的韻味，

並運用在許多漢印的形式上；在印身的雕飾塑造，使用燒造、落灰、鈕式及雕刻

等手法，大大改變了印身的外觀與製法。所列四件作品當中，循序漸進，最後在

「超越自在」－〈從柴燒文字走到《心經》〉作品之中，可以看到文字一脈在此

工藝上的轉化成果；也可以在「神奇寶貝」－〈從柴燒肖形走到〈抓寶記〉〉的

作品中，看見圖案一脈的演進過程，皆原始、粗獷並深具線條趣味。 

【關鍵詞】漢印、封泥、篆刻、陶印、陶藝、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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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在遠古時代，已經存在了陶質的「工具」以及壓抑在陶器上的「印跡」。可

見在「壓印的動作」、「拍壓面」以及「印身的結構組成」三方面都符合了成為璽

印的要素。因此黃賓虹在〈竹北栘古印存弁言〉說：「古昔陶冶，抑埴方圓，製

作彝器，俱有模範，聖創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陽款陰識，皆由此出。」 近人

王北岳在《印林見聞錄（一）》一書中也說： 

 

…古璽漢印，乃以銅質為大宗，陶加釉重燒為瓷，飾釉以增其文采。商周之

際，有釉之陶甚夥，則陶印之有釉者，亦自不可少…是知陶瓷之印，始於商

周，應用且頗為廣泛也。 

 

 可知「陶」和「印」的起源非常密切，在商周時代已經使用，只是因應用需

求改以銅印封泥鈐蓋為記，才大量使用銅製的鑄印、鑿印。可見黏土材質應用在

陶刻上古代已經有之。 

 

 再者，因為「漢印」在中國篆刻史上寬博輝宏，明代的甘暘在《印章集說》

就說：「…印之宗漢，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謂得其正也。印如宗漢則不失其

正矣…」。漢印發展的時間跨度達四百多年，它襲承了秦代以前的基礎，時間發

展充足，璽印制度完善，加以內容元素又十分廣泛，所以選擇以「漢印」搭配其

他如書法、封泥、肖形等藝術形式作為創作發展方向。並將吸收所得發揮於陶瓷

印材之上，以柴燒進行嘗試。燒製過程不是細膩之陶燒工藝，相反地偏向粗獷與

原始，必須突破柴燒的瓶頸以取得最深刻的線條為重點，藉由反覆進行篆刻及柴

燒的施作，發展出不同風格的篆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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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依據 

 以「漢印」、「封泥」、「漢代書法」、「肖形印」及「柴燒」等作為討論的重點。 

 

 「漢印」的部分，包含了漢印的歷史背景、材料工法、形式和風格。在存留

的漢印中，精彩的鈕式可以做為製作鈕式的典範。漢印中因年久氧化產生所謂「爛

銅印」的風格，如何使用陶藝的特質去詮釋這種特色，是從事陶刻漢印創作可以

把握的要點。 

 

 「封泥」是漢代璽印使用產生的遺跡，可以反應漢印的另一方面的形象。封

泥為黏土，與陶印的材料相同，封泥的效果是否適用在陶刻上值得期待。 

 

 「漢代書法」是漢代重要的藝術形式，當時主要使用漢簡、隸書、章草為主，

以文字入印而未經過印化的過程在篆刻上並非常規，但如同元押楷體入印一樣，

仍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肖形」是古印的另一大題材，包含了龍、虎、馬、鳥蟲等，在漢代已經有

了詮釋。與遠古的肖形比較，漢代的已不那麼的神怪兇猛而較平易近人，各時代

有各時代的風格，身處現代當如何以嶄新的肖形面貌呈現，是本文的亮點。 

 

 「陶藝」是作品中的製造工法，深入並融入陶瓷印的製作技巧與柴窯燒造等

技術，期能與作品風格妥善匹配十分的重要。柴窯燒造與一般的電窯、瓦斯窯最

大的不同在於木材燃燒所產生的灰燼和火燄直接竄入窯內，在坯體上產生自然落

灰的現象，經長時間及高溫融熔成自然的灰釉，灰釉以液態或氣態的形式附著於

坯體之上，受到窯內火焰灰釉複雜的情況影響，產生了受火面或背火面的陰陽變

化，熔釉更可能滴附在坯體之上產生斑紋，使得燒出來的器物釉體層次豐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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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溫暖、質地粗獷，和一般華麗光亮的釉藥不同，使得陶器具有火燒的質感及變

化多端的色澤。它散發出一種質樸、渾厚、古拙的美感。 

 

表現分析 

 印文 

  少字數 四字數 多字/多欄 界格 

漢

印 

朱

文 

 

 

 

 

圖 3-1-1 

〈無眼界〉 

圖 3-1-2 

〈波羅揭諦〉 

圖 3-1-3 

〈度一切苦厄〉 

圖 3-1-4 

〈受想行識〉 

白

文 

 

 

 

 

圖 3-1-5 

〈般若〉 

圖 3-1-6 

〈無有恐怖〉 

圖 3-1-7 

〈能除一切苦〉 

圖 3-1-8 

〈菩提薩埵〉 

封

泥 

－ 

 

 

 

 

圖 3-1-9 

〈故〉 

圖 3-1-10 

〈究竟涅槃〉 

圖 3-1-11 

〈菩提薩婆訶〉 

圖 3-1-12 

〈是大明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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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簡

/

章

草 

－ 

－ 

 

 
 

－ 
圖 3-1-13 

〈是無上呪〉 

圖 3-1-14 

〈常作如是說〉 

圖 3-1-15 

〈是大神咒〉 

肖

形 

動

物 

 

 

 

 

圖 3-1-16 

〈肖形虎〉 

圖 3-1-17 

〈妙蛙種子〉 

圖 3-1-18 

〈皮皮〉 

圖 3-1-19 

〈走路草〉 

佛

像

/

鳥

蟲 

 

 

 

－ 

圖 3-1-20 

〈佛像〉 

圖 3-1-21 

〈空〉 

圖 3-1-22 

〈色〉 
－ 

  

柴燒土為了能抗高溫，常常會加熟料，因為熟料顆粒較粗，致使線條出現斑

剝的現象。這也符合古銅印因年代久遠造成的殘破效果，有如爛銅印，這在「漢

印白文」的呈現上特別顯著，因此柴燒印的選土必須注意。

 

 柴燒「漢印朱文」就是封泥泥蛻的效果，剝蝕的質感及曲繞的線條如出一轍。

封泥的線條屈曲，且有綿密的張力，它來自於非理性的扭曲，以致它非常獨特。

如圖 3-1-1〈無眼界〉及圖 3-1-10〈究竟涅槃〉兩印為粗獷寫意之作，皆呈現極

細的線條。可以想像，兩者都是黏土。一個是刀刻後，經過數日之一千多度的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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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收縮燒結所成；另一個是鈐蓋後，經過一兩千年之常溫乾燥自然收縮硬化所成。

只是運用了窯燒高溫的作用加速成形罷了，所差者只在刀刻表現與鑄造銅印鈐蓋

之法。 

 

「多字印」在漢印中已經有之，多為頒給兄弟民族的官印。多字印在章法布

局上採用了漢印的規則，但在技巧上對粗放的柴燒而言卻是一項挑戰。圖 3-1-7

〈能除一切苦〉及圖 3-1-11〈菩提薩婆訶〉兩印即是如此。 

 

 「界格印」是來自漢初「田格型」的印式。如圖 3-1-4〈受想行識〉、圖 3-1-8

〈菩提薩埵〉即是典型的封泥鈐蓋及爛銅印的效果

 「漢簡／章草印」毫無疑問的不是漢印中原本的形式，而是以書法入印。這

類型印文捨棄了「印化」的原則，而必須自己解決章法的問題。譬如圖 3-1-13

〈是無上呪〉是草書的形式，它超越了「摹印篆」的範圍，必須自身理出一條美

感來。而圖 3-1-14〈常作如是說〉以隸書入印，也是這個道理。 

 

 「肖形印」基本上把它分為「動物」、「佛像」及「鳥蟲」三類。「動物」的

肖形以近年興起的網路遊戲「寶可夢」之「神奇寶貝」抓寶為題材，不是漢代的

古典藝術形式，而是靈感延伸並基於流行需要而生，如圖 3-1-17〈妙蛙種子〉、

圖 3-1-18〈皮皮〉及圖 3-1-19〈走路草〉等。圖 3-1-20〈柴燒佛像〉的靈感則來

自於敦煌寫經佛像繪畫，圖 3-1-21〈空〉及圖 3-1-22〈色〉皆是鳥蟲文的裝飾性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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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身 

 燒造 

  

圖 3-2-1 

深色的落灰 

圖 3-2-2 

有很多滴下來的熔融灰釉 

  

圖 3-2-3 

簡單的造型，色彩卻流動非凡 

圖 3-2-4 

金黃色的落灰及稻穀印痕 

  

圖 3-2-5 

五彩斑斕的灰釉 

圖 3-2-6 

做了鼻鈕的柴燒印，上面黏有異物 

 

柴窯燒造的結果色彩千變萬化，火韻深厚，不可預期性也比較高。柴燒印身

需要考量的有兩點，一是落上坯體的灰釉，二是造型。造型可以增加變化，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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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 落灰則變化多端令人驚豔，呈現五彩繽紛的流動色彩，有一種深邃的迷

人外觀。通常灰釉顏色與木柴種類及土質有關（圖 3-2-1）。 

 

 有些窯較新較乾淨，因此燒出來的成果較為潔淨。有些則佈滿厚厚的窯汗1，

使得高溫的灰釉熔融成黑灰色液體，可以想像當時是從窯壁上方滴到了印胚（圖

3-2-2）。或許只有簡單的造型，一只長方印胚，它覆蓋的釉體像一層一層的牛奶

覆蓋上去一樣（圖 3-2-3）。 

 

金黃色的灰釉，覆滿了整個印身，稻穗累累的痕跡是最棒、最本土的文化果

實，篆刻、泥土、稻穀及柴燒正是結合了在地文化所成就的藝術結晶（圖 3-2-4）。 

 

 有時候因為印胚不在受火面，所以灰釉不是覆蓋得很完整，這種做一半的效

果，可以想見當時作品沒有受到火舌亂竄的尷尬情形，以至於呈現的色澤五彩斑

斕使人嘖嘖稱奇，如此的色彩，石章上是絕不會發生的（圖 3-2-5）。最後還有一

種異物掉落到坯體的情況，因為窯內大火燃燒，風勢十分猛烈，有異物殘核會掉

到陶瓷器上的，產生特殊的造型（圖 3-2-6）。 

 落灰 

 柴燒不需浸釉，它是藉由柴火的高溫導致灰釉呈液態或氣態附著於坯體的，

因此與木材種類、排窯受火之陰陽、窯場的選擇有關，是一種寫意原始之美，和

官窯陶瓷的細膩如玉截然不同。柴燒燒成的結果有時令人覺得髒穢（圖 3-2-7），

這種效果，反而讓許多陶藝家們喜愛。較能夠理解的是，像圖 3-2-8 這樣的釉體

色彩豐富十分美麗，綠褐色間帶有赤色金色，純粹自然，無法複製。 

                                                 
1 窯汗：燒窯過程中，柴灰和窯壁的表皮所產生的一種共熔釉質化的現象，這些窯汗經過數十年

的高溫反覆與火、灰、土共融，故能呈現晶亮的釉面和各式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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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黑斑的灰釉 

圖 3-2-8 

五彩的灰釉 

 鈕式 

  

圖 3-2-9 

鼻鈕 

圖 3-2-10 

瓦鈕 

  

圖 3-2-11 

橋鈕 

圖 3-2-12 

柱鈕 

  

圖 3-2-13 

造型鈕（佛塔） 

圖 3-2-14 

造型鈕（佛身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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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鈕 

 「鼻鈕」是最早也是最通用的鈕式，以易於鑄造及佩戴。古代為銅印，因銅

重又鈐於泥上故印章不用太高，若是以陶瓷製作，應該加高做大，因為土質較輕，

容易沾黏印泥，太低的印身不便拿取。圖 3-2-9 是柴燒印鼻鈕，灰釉紫綠豐富厚

重。 

 瓦鈕 

 「瓦鈕」是鼻鈕的一種延伸形式，運用的時間已經很久，鈕孔較大，狀如筒

瓦，故稱「瓦鈕」（圖 3-2-10）。漢私印中瓦鈕的跨度與印邊相接，又稱為「橋鈕」

（圖 3-2-11）。創作中以陶土做了一些跨度至印邊的印胚，陶土燒造後火韻深厚，

顯得古樸自然。 

 柱鈕 

 為便於鈐蓋抓握，印鈕也可以作成柱狀。圖 3-2-12 為柱鈕，簡單樸拙的造

型以柴燒法製作非常適合。 

 造型鈕 

 造型印身，其一為佛塔造型柴燒印（圖 3-2-13），金黃色的灰釉使此印增添

了古韻，在陶胚上建造一個佛塔，並於印側刻以佛身供養。其二為將佛身造型刻

於印身，無論柴火落灰多寡是否覆蓋，一任自然，十分可喜（圖 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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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說明 

 

 

  

圖 4-1-1〈《楞嚴經》句選〉 

圖 4-1-2〈《楞嚴經》句選〉 套印 

釋文：印：〈大悲無淚〉、〈大悟無言〉、〈大笑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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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解脫」是此印組〈《楞嚴經》句選〉（圖 4-1-1）、（圖 4-1-2）的主題。

此作選擇《楞嚴經》經文中的句子：「大悲無淚、大悟無言、大笑無聲。」刻成

漢印白文三方。印身鐫以佛身造像，並經由柴燒烈火燒造七天七夜，浴火佛身，

如同經文中「自性解脫」之意。 

 

 〈大悲無淚〉（圖 4-1-3）印文以短切刀刻製，〈大悟無言〉（圖 4-1-4）則多

用單刀、衝刀之法，〈大笑無聲〉（圖 4-1-5）則衝、切刀法並用。其中「大」與

「無」字各使用三次，故在選字結構稍作了安排。側款飾以佛身造像，燒造為金

黃色釉體。 

 

   

圖 4-1-3 

〈大悲無淚〉 

圖 4-1-4 

〈大悟無言〉 

圖 4-1-5 

〈大笑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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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緣起偈〉 

釋文：印：〈諸法因緣生〉、〈緣謝法還滅〉、〈吾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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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生緣滅」是佛教的重要思想，〈緣起偈〉（圖 4-2-1）、（圖 4-2-2）是佛教

的偈頌，相傳是釋迦牟尼所作，總結了一切有為法都是來自於各種因緣和合而成

的，此即為「緣起」的意思。偈語中說：「諸法因緣生，緣謝法還滅，吾師大沙

門，常作如是說。」在《大智度論》及《大日經疏》等可能有不同的譯法2。本

作共刻有四印〈諸法因緣生〉（圖 4-2-3）、〈緣謝法還滅〉（圖 4-2-4）、〈吾師大沙

門〉（圖 4-2-5）三印皆以漢印形式完成。〈常作如是說〉（圖 4-2-6）則使用隸書

筆法，雁尾特徵明顯。 

    

圖 4-2-3 

〈諸法因緣生〉 

圖 4-2-4 

〈緣謝法還滅〉 

圖 4-2-5 

〈吾師大沙門〉 

圖 4-2-6 

〈常作如是說〉 

                                                 
2 《大智度論》：佛於四諦中，或說一諦，或二或三，如馬星比丘為舍利弗說偈：「諸法從緣生，

是法緣及盡；我師大聖王，是義如是說。」《大日經疏》：法從緣生，即無自性。若無自性，即是

本來不生。因緣和合時，亦無所起。因緣離散時，亦無有滅。是故如淨虛空，常不變易。 

圖 4-2-2〈緣起偈〉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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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劉建伯以柴燒工藝作《般若心經》陶印六十四方 

釋文：印：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

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

〈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

〈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

〈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

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

〈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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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自在」是這組《般若心經》柴燒套印（圖 4-3-1）最重要的意義，首

印「觀自在」已經點出了此作的真義。 

 

 創作之始，使用柴燒來製作陶印是既艱難又陌生的，篆刻是很精細的作品，

而柴燒卻擅於粗放。所幸在篆刻及陶瓷技法精進之後，從簡單的單字，逐漸能刻

兩、三字，最後進步到八、九字以上。從單一個文字〈羊〉（圖 4-3-2）、〈白〉（圖

4-3-3）以及〈永壽〉（圖 4-3-4）的稀少的印文就可以明白，當時有如此進展，已

經是奢求。而寫意的印風，已注定是這組柴燒印的格調。在技藝上，從只能依賴

電窯到能夠使用柴燒大量創作，意味著突破了某些瓶頸，超越了原本的自己，甚

至更為自在。 

 

   

圖 4-3-2 

〈羊〉 

圖 4-3-3 

〈白〉 

圖 4-3-4 

〈永壽〉 

  

在《般若心經》組印中，印文的表現及印身的形式非常多樣。有漢印白文、

朱文、田字格、多字印、鳥蟲篆、封泥、隸書、草書及肖形等等，印身鈕式眾多，

落灰流動色彩豐富。整體是剝蝕寫意的，近似封泥的土質風格。因數量眾多，僅

舉幾例列敘如下（圖 4-3-5）~（圖 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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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觀自在〉 

 

 

 

 

圖 4-3-6 

〈照見五蘊皆空〉 

 

圖 4-3-7 

〈度一切苦厄〉 

 

圖 4-3-8 

〈色〉 

 

    

    

圖 4-3-9 

〈受想行識〉 

 

圖 4-3-10 

〈無眼耳鼻舌身意〉 

圖 4-3-11 

〈無智亦無得〉 

 

圖 4-3-12 

〈遠離顛倒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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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3 

〈得〉 

 

 

 

 

圖 4-3-14 

〈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圖 4-3-15 

〈故知〉 

 

 

圖 4-3-16 

〈是大神咒〉 

 

 

    

    

圖 4-3-17 

〈是無上咒〉 

圖 4-3-18 

〈真實不虛〉 

圖 4-3-19 

〈呪〉 

圖 4-3-20 

〈菩提薩婆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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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抓寶記〉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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