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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西元前十四世紀以來，印鈕與書畫、生活均息息相關，將其整理、分類並

予以探討與創作，此為本研究的動機。 

 

 此篇主要是就石雕中的靜態鈕、圓雕及浮雕，從歷史的沿革進行分類作為依

據進行創作；在師承及書篆師友的鼓勵指導下，就整個學習歷程中作一創作論述

之整理。 

 

 欣賞前賢各類精緻的篆印，常能感受到「雕優成道、道精而藝」的人文精神

寓含其中；印鈕也不例外，或靈秀、或樸拙、或古雅、均富含藝術性。因此如何

將印鈕藝術融入學理依據、書畫元素，使創作內容更加豐富、內在意涵更充實，

並將印鈕藝術融入生活、反映時代風格，期能達到「文人鈕」的意境，是筆者創

作的方向。 

 

 

 

 

 

 

 

【關健字】印鈕、圓雕、浮雕、寫生、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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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中國歷史悠久，藝術文化源遠流長，各類藝術品都有精美之處，如篆刻由實

用工藝融入文字學後，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非物質文化遺產。透過書畫藝術，

也可看到自古以來印鈕的演變，因此筆者有幸接觸印鈕而希望深入研究。 

 

一、印鈕之史敘 

 筆者此章就印鈕的歷史來敘述印鈕之由來，並以圖像學作印鈕探析。 

 

 印章起源於古代氏族、邦國或邑地官府，對其擁有器物的標識或緘封印記；

當時公私簡牘的往來，財貨存藏運交的緘封，也都使用印章蓋壓「封泥」加以封

固，以達保密取信的目的。「封泥」用法，大致是將簡牘或貨品包紥，而在其繩

索繫結處先襯墊一個凹形小木匣，再在凹槽上將繩打結，並用一塊泥土黏住結頭，

然後將印章蓋壓在泥面上，使得此封泥的表面，印有物主的官銜或姓名作為證明，

封泥乾固後，繩結也就無法鬆解。 

 

 直到東晉，開始在紙上用朱泥打印，漸漸地就取代了以封泥徵信保密之法。

因此，由於印章使用方法的不同，可將其畫分成二個時期-一為封泥時期：約自

商代晚期至魏晉之世（Ca.1400B.C.~A.D.420)。 二為朱印時期：約自南北朝至現

在(Ca.A.D.420)。 

 

 印章因起源於商周銅器時代（約西元前十八~西元前三世紀），材料以銅印為

主，其主要成份，約略由銅（70%上下）、錫（20%上下）及鉛（5~10%上下）的

合金所鑄；戰國時已偶有銀印及玉、琉璃、骨、石等印出現；兩漢則又增用木、

金、鉛、瑪瑙、琥珀、炭精、蜜蠟及銅鎏金等為印材；到了「濡朱鈐印時期」，

仍然以銅印為主，元末以後才漸漸由石材所取代。 

 

 印鈕當時以實用穿綬的鼻鈕為開始，戰國時除鼻鈕外，又演變出壇、橋、橛、

覆斗等鈕，也有動物形的猴鈕出現；兩漢時不論官私印，尤其是高官，多尚龜鈕，

其他也見虎、熊、龍、蛇及辟邪等鈕，外族則以駝、馬、羊鈕區分；後世鈕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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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又增加，已自實用進而追求雕飾之美。 

 

(一)、歷代印鈕之形態及功用 

 中國印章的歷史，依目前資料考證應起於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晚期，其前或

有製陶用印，或有人際交往緘封戳記之物，但因在「銅器時代」之前，其非金屬

材質，難有遺物存世。而依 1987 年《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從 1648 方所選各

形鈕式及各類印文風格者 300 方分出六個時期之；筆者依此選出創作相關的鈕款

來探討： 

 

 1、商代晚期銅印（約西元前十四~前十二世紀）- 

 筆者選用此兩印，是目前考古資料最早的印，且均有鈕飾，可為本研究之參

考： 

 

 圖表 1-1、亞禽印-鼻鈕  商晚期  2.5 x 2.65 x0.5(1.43)cm , 11.7g 此印的半環

形鼻鈕及薄板狀印體，都屬印章原始實用初形，故當推為後世印章的鼻祖。印面

作陽文，由「禽」、「示」、「亞」三字構成。「禽」為此印主文，是商代晚期族徽

之一，也是禽氏，其「禽」字中之「隹」(鳥)形簡化，如圖表 1-2 所示:「示」為

神主；「亞」作此印邊紋，而「亞」與二「示」的組合，應象古代宗廟裏存藏祖

先神主之建築形狀，故為宗廟的象徵，也就是家族的徽記，因而此印應是晚商禽

氏家族之印，但我們按照印文直稱他是「亞禽」印。 

 

  
圖表 1-1、鼻鈕-亞禽印

1
 ，商晚期  2.5 x 2.65 x0.5(1.43)cm , 11.7g；印面: 「禽示亞」 

                                                      
1鼻鈕-亞禽印，《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78 頁，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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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禽」字中之「隹」(鳥)形簡化

2 
 

 圖表 1－3、奇字印-鼻鈕  商晚期  2.8 x 2.9 x0.45(1.6)cm ,20.2g  此印印體作

薄板狀，鼻鈕下的印背中央，凸起一個小乳丁，是一特徵。印面作陽文，四字在

「田」字格欄中，第一字似作「䦻」，第二字疑為「眉」，第三字難辨，第四字略

具「首」字形；因四字未易識讀，故仍稱奇字印，惟諸字之形及風格，多與晚商

文字相似，其為晚商印章無疑。 

 

  
圖表 1-3、鼻鈕-奇字印3，商晚期  2.8 x 2.9 x0.45(1.6)cm ,20.2g:  印面: 「䦻眉﹝﹞4首」 

                                                      
2「禽」字，《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79 頁，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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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戰國私印（Ca.481~221B.C.)- 

 筆者選用此兩戰國私印，對照前兩印，印鈕已有所變化。如圖 1-4 有印體鏤

空，印背浮雕虎紋，如圖表 1-4、5 所示： 

 

 圖表 1-4、鼻鈕-趙[ ]  戰國  1.36 x 1.32 x0.6(x1.05)cm,8.4g  此印為銀鈕，形

制屬戰國小印特徵，印面鑄細陽文二字，「肖」應通「趙」，是姓，名之下半筆畫

有損，未識。 

 

  
圖表 1-4、鼻鈕-趙[ ]5  戰國  1.36 x 1.32 x0.6(x1.05)cm,8.4g:  印面: 「趙﹝﹞」 

 

 圖表 1-5、鼻鈕-虎紋印鼻鈕  戰國  1.69 x 0.6(x1.14)cm, 8g  圓形印，小鼻

鈕，印體鏤空，印背浮雕虎紋，印面則做白文虎形，押製封泥便呈浮雕虎紋，與

印背相似，戰國有虎紋「肖形印」。 

 

  
圖表 1-5、鼻鈕-虎紋印鼻鈕6  戰國  1.69 x 0.6(x1.14)cm, 8g；印面:虎紋「肖形印」。 

                                                                                                                                                        
3鼻鈕-奇字印，《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81 頁，印 2。 
4 ﹝﹞~待考證。 
5鼻鈕-趙[ ]，﹝﹞~待考證；《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84 頁，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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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代私印（246~207B.C.)－ 

 筆者選用此兩印，是要作鼻鈕對照，開始有中間縮鈕之變化如圖表 1-6、7

所示： 

 

 圖表 1-6、鼻鈕-泠憙 戰國秦  徑 1.4 x 厚 0.49 x 高 1.31cm, 8.9g  圓印，印面

作白文二字，有圓橫日形格欄，近年在湖北省江陵出土兩方戰國秦時的玉印。 

 

 
 

圖表 1-6、鼻鈕-泠憙7 戰國秦  徑 1.4 x 厚 0.49 x 高 1.31cm, 8.9g；印面:「泠憙」。 
 

 圖表 1-7、壇鈕-輔嬰隋  秦  1.94 x 1.11 x0.39(x1.16)cm,9.4g  長方形印，印

面作白文三字，有格欄，「輔」為姓。 

 

  
圖表 1-7、壇鈕-輔嬰隋8  秦  1.94 x 1.11 x0.39(x1.16)cm,9.4g；印面:「輔嬰隋」。 

 

 

                                                                                                                                                        
6鼻鈕-虎紋印鼻鈕，《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91 頁，印 13。 
7鼻鈕-泠憙，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110 頁，印 35。 
8壇鈕-輔嬰隋，《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115 頁，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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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漢至魏晉私印（206B.C.~A.D.420)－ 

 再作鼻鈕對照，龜鈕作鎏金，獸鈕及錢鈕作複雜鈕飾，其變化如圖表 1-8~13

所示： 

 

    圖表 1-8、田逆-鼻鈕  漢  1.18 x 1.18 x 0.48(x0.92)cm,4.2g   印面作白文二字，

有邊，筆畫橫平直豎安排工整，是漢印特徵；「逆」字本義為迎接，後世方滋異

解。 

 

 
 

圖表 1-8、鼻鈕-田逆9  漢  1.18 x 1.18 x 0.48(x0.92)cm,4.2g；印面:「田逆」。 
  

 圖表 1-9、鼻鈕-竇廷  漢  1.61 x 1.61 x 0.41(x1.21)cm,12.5g  印面作白文二

字，有邊，筆畫工整。 

 

  
圖表 1-9、鼻鈕-竇廷10  漢  1.61 x 1.61 x 0.41(x1.21)cm,12.5g；印面:「竇廷」。 

  

                                                      
9鼻鈕-田逆；《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116 頁，印 42。 
10鼻鈕-竇廷；《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117 頁，印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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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10、鎏金龜鈕-王楫  西漢 1.86 x 1.83 x 0.75(x1.7)cm, 31.5g 印體作龜

形，其背圓，首微伸與印邊齊，四足及尾不明顯，銅印鑄後再予鎏金，使增華貴；

印面作白文二字，無邊。 

 

  
圖表 1-10、鎏金龜鈕-王楫11  西漢 1.86 x 1.83 x 0.75(x1.7)cm,31.5g；印面:「王楫」 

 

 圖表 1-11、鎏金龜鈕-張惲之印 新莽 2.3 x 2.28 x 0.9(x2.18)cm, 49.5g  龜鈕

全身精細雕刻，麟甲清晰，龜足立於四腳，龜尾亦垂立成五支點，形若前驅狀，

栩栩如生，是新莽時龜鈕標準形式。印面作白文四字，無邊。 

 

  
圖表 1-11、鎏金龜鈕-張惲之印12 新莽 2.3 x 2.28 x 0.9(x2.18)cm, 49.5g；印面:「張惲之印」 

 

 

 

 

 

                                                      
11鎏金龜鈕-王楫: 《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178 頁，印 111。 
12鎏金龜鈕-張惲之印；《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194 頁，印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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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12、辟邪獸形-樂隆私印  東漢 1.29 x 1.28 x 0.81(x1.91)cm, 12.4g  印

鈕作辟邪獸形，據出土資料所知，辟邪鈕的銅印，最早可能見於新莽之世，至東

漢而盛行，「辟邪」乃獸名，頗似雄獅之偉而有雙角，可能是漢代人根據西域「師

子」(即獅子)想像塑出的瑞獸；東漢靈帝時(西元 168~189)，有鐫名「天祿」及「辟

邪」兩石獸，「天祿」是獨角似鹿的長尾獸，「辟邪」作雙角，顧名思義當為辟除

邪惡之意，故自東漢以來，中國人都視其為鎮邪瑞獸，但辟邪鈕銅印於晉代以後

未見。 

 

 此印鑑金倍增華貴，惟多脫落，美中之憾，「辟邪」頭大身壯，其頭側視，

雙頰有髯，四足稍矮挺立，長尾左曳，凜然威武之狀；印面作白文四字，無邊。 

 

 

 

 

圖表 1-12、辟邪獸形-樂隆私印
13
  東漢 1.29 x 1.28 x 0.81(x1.91)cm, 12.4g；印面:「樂隆私印」 

     

 

 

 

 

 

 

                                                      
13辟邪獸形-樂隆私印；《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242 頁，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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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13、錢鈕-郭佳私印  漢 1.44 x 1.4 x 0.98(x3.7)cm, 15.7g  此「錢鈕」

上端缺損，應還有一小環在架上，錢紐兩面皆有字，陽文，正面作「葆父母，利

弟兄，宜子孫，去不詳(祥)」，反面作「大勝哉，得泉財，益富昌，宜牛羊」；

印體四面皆斜，印文四白，無邊。 

 

  
圖表 1-13、錢鈕-郭佳私印

14
  漢 1.44 x 1.4 x 0.98(x3.7)cm, 15.7g；印面:「郭佳私印」 

 

5、漢魏南北朝官印（206B.C.~A.D.588)－ 

 鼻鈕及駝鈕均已呈現雅緻作法，如圖表 1-14、15 所示： 

 

 圖表 1-14、鼻鈕-右司空印  西漢 2.17 x 2.26 x 0.45(x1.31)cm, 24.9g  鼻鈕細，

印體薄，印面作白文四字，有「田」字形格欄；「司空」與司徒、司馬並列三公，

掌工務建設之事，漢初即有「左司空」與「右司空」之分。 

 

  
圖表 1-14、鼻鈕-右司空印

15
  西漢 2.17 x 2.26 x 0.45(x1.31)cm, 24.9g；印面:「右司空印」 

                                                      
14錢鈕-郭佳私印；《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252 頁，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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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1-15、駝鈕-魏率善羌伯長  魏 2.3 x 2.3 x 0.77(x2.6)cm, 46.8g  印面作白

文六字，氐為秦漢時西南夷之ㄧ，以居甘肅省酒泉及武都者為多，魏文帝黃初元

年(A.D. 220)封其酋楊千萬為百頃王，其後數世皆受封，但亦叛服無常，至北魏

宜武帝時滅之(A.D. 506)其歷 287 年。 

 

  

圖表 1-15、駝鈕-魏率善羌伯長
16
  魏 2.3 x 2.3 x 0.77(x2.6)cm, 46.8g；印面:「魏率善羌伯長」。 

 

 

 

6、隋唐及後世銅印（A.D.589~1643)－ 

 筆者選用此兩印，是因鼻鈕已改為竹節變化，獸鈕也多樣複雜，如圖表

1-16~18 所示： 

 

 圖表 1-16、仿竹節-德卿  自隋唐至後 2.35 x 2.25 x 0.68(x2.55)cm, 37.5g  鈕

仿竹節，甚具巧思，印體略薄；印面作細陽文二字，寬邊，印文仿魏晉時「懸針

篆」，但神態已弱，此印以竹節鈕入格。 

 

 

 

 

                                                                                                                                                        
15鼻鈕-右司空印；《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332 頁，印 256。 
16駝鈕-魏率善氐邑長；《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302 頁，印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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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6、仿竹節-德卿

17
  自隋唐至後 2.35 x 2.25 x 0.68(x2.55)cm, 37.5g；印面:「德卿」。 

 

 圖表 1-17、虎鈕-詓，宋 3.02 x 2.84 x 1.61(x4.08)cm, 166.6g  印面作白文一字，

無邊。觀其篆法不古，並據出土資料見北宋及南宋有單字印，故定此為宋印。 

 

  
圖表 1-17、虎鈕-詓

18
，宋，3.02 x 2.84 x 1.61(x4.08)cm, 166.6g；印面:「詓」。 

  

圖表 1-18、獸鈕-雙龍璽 明  直徑 3.79 x 厚 0.32 x 高 3.75cm, 62.4g  印體圓

形面薄，印面作陽文，雙邊，印文為兩條相向的蜿蜒曲線，似龍故名。 

 

                                                      
17仿竹節-德卿；《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362 頁，印 285。 
18虎鈕-宋；《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363 頁，印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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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8、獸鈕-雙龍璽

19
 明  直徑 3.79 x 厚 0.32 x 高 3.75cm, 62.4g；印面: 為兩條相向的蜿蜒

曲線，似龍故名。 
 

 (二)、明清時代石雕印鈕之形態 

 壽山石雕源遠流長，可惜史料貧乏，對其史源問題，學術界見解不一；依民

間的口傳：「壽山石雕始于兩漢」，經查各地漢墓出土的滑石、珉石雕刻品情況，

較典型者有：江蘇泰州新庄漢墓的珉石豬，湖南長沙南郊砂子塘漢墓的滑石器；

迄今我們所發現的壽山石雕，最古的應屬南朝（公元 420~589 年）；1945 年福州

倉山桃花山福建師範學院工地挖掘南朝墓葬一座，出土＂石豬＂一件高 1.1cm、

長 6.4cm，呈伏臥狀，石質鑒定為泰山產的「老嶺石」；同年于福州倉山樂群路

速成中學工地，清理南朝墓葬中，也出土＂ 石豬＂一件高 2cm、長 6cm，也呈

伏臥狀，石質鑒定也為泰山產的「老嶺石」。往後也有相繼出土，由此可見，壽

山石雕至少在 1500 多年以前就已經問世。 

 

 雖可推知葉臘石雕是在南朝時，但用於印材則由黃賓虹《古印概論》所載： 

 

「（壽山石）發明于元明之間，最初有寺僧見其石有五色，晶瑩如玉，琢為

牟尼珠串，雲游四方，好事者以其可鋟可刻，可以制印」。 

 

                                                      
19獸鈕-雙龍璽；《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375 頁，印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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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戴啟偉《嘯月樓印賞》認為青田、壽山、昌化等石，自元人王冕創始利用。

戴、黃之說，可知元、明之間採用＂花乳石＂刻制印章始為盛行，壽山、青田等

地石章也應運而起。 

 

 但清朝朱象賢<國璽與篆刻>《印典》則載: 

 

「石古不以為印，唐宋私印始有之，不耐久故，不傳；唐武德七年，陜州獲

石璽一枚，文與傳國璽同石，亦有數種，燈光凍石為最，其文俱潤澤有光，

別有一種丰神，即金玉難優劣之也」20。 

 

 可知葉臘石印，唐宋私印便於民間使用，而非元末畫梅名家王冕創始利用，

是其以花乳石治印以來，漸漸開啟文人篆刻的風氣。 

 到了明代中葉，經文徵明、文彭父子與當時文人書畫家的提倡，將篆刻藝術

從過去「專業印工」的形象，躍昇到與書法、繪畫鼎足而立的地位。而文彭畢生

致力於篆刻藝術所帶動的風潮，影響後世深遠，故被尊稱為「文人篆刻鼻祖」。 

 

 隨著文化的進展、經濟的富裕，更講究石質的晶瑩剔透、色澤明艷、溫潤凝

結，以及印鈕的精巧生動、工侔造化；在方寸之間，如「芥子納須彌」，構成豐

盈的美感世界。21 

 

 明清時代的印鈕，我們可從來《明清帝后寶璽》看出端倪，其質地多樣，制

作精良，是研究明清雕刻藝術的實物資料，明代皇帝寶璽的印鈕多螭虎等瑞獸，

線條明快洗練，施刀簡潔，重大勢而不經意細部，古樸中不失神韻。 

 

 

 

 

                                                      
20清、朱象賢：《印典、國璽與篆刻》(東方文化複印)-1988年；卷六，六頁。台灣國家圖書館-

延平分館，索書號:<931.7.854577.V38-41>。 
21林郁：〈薛平南推薦序〉，《游刃寄情廖一刀》。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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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選用四印，可知明朝石雕鈕飾已較少考量實用性，而富於裝飾性；如圖

表 1-19~22 所示： 

 

  
表 1-19、駝鈕-肅清精密

22
，白壽山石質，駝鈕方形璽。 

3.7 x3.7x2.9(x4.7)cm；印面:「肅清精密」。 

 

 
 

圖表 1-20、法輪鈕-玄谷帝君金丹之璽
23
；壽山石，法輪鈕方形璽。5.4 x 5.4 x 3(x6.5)cm；印面:「玄

谷帝君金丹之璽」。 
  

                                                      
22駝鈕-肅清精密；《明清帝后寶璽》27 頁。 
23法輪鈕-玄谷帝君金丹之璽；《明清帝后寶璽》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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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1、蹲龍鈕方形璽-天潢演派
24
，壽山石質。9.8 x 9.8x5.4(x7.8)cm；印面:「天潢演派」。 

 

  
圖表 1-22、蹲龍鈕長方形璽

25
，青玉質。 9 x 11 x6(x11)cm；印面:畫押「由檢」。 

 

 清代寶璽之鈕雕則題材多樣，刻畫細膩，細部雕施一絲不苟，鬚毛展現，對

比之下，時代特點非常明顯。龍鈕是帝后寶璽常用的鈕式，就清代龍鈕而言，順

治以前龍頭而有神，龍身粗壯，高高拱起成繫綬孔，鬚眉麟目紋飾雕刻很深，粗

獷中不失細膩。康熙、雍正時期龍身變得細弱無麟，與龍頭粗細相當，刻意表現

背部參差不齊的龍鰭，龍身不再拱起，但兩龍身體盤繞之狀甚明，龍頭上昂與背

部等高，神態威猛張揚，綬孔變小。乾隆及以後鈕之輪廓變成了長方體，兩龍共

用一身，盤繞之狀不甚明顯，龍頭方正，龍麟被平行交叉的直線切割成菱形，裝

飾意味濃厚。如果把不同時期的交龍鈕排列在一起，其形態演變的序列清晰可見，

成為斷代的重要依據。 

                                                      
24蹲龍鈕方形璽-天潢演派；《明清帝后璽印》59 頁。 
25蹲龍鈕長方形璽；《明清帝后寶璽》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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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早期是壽山石雕刻的繁榮期，但留存下來的作品卻不多，帝后寶璽上的

鈕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從中可以獲得這一時期壽山石雕刻的取材、裝飾特點、

藝術風格等一系列情况。同時，檔案記載這些鈕大部分出自當時供職於宮中的南

方的牙、木等匠人，可知當時的壽山石雕刻與同時期的牙雕、木雕有很深的淵源，

這些可對其他種類的雕刻藝術以及壽山石藝術與其他種類雕刻藝術的關係之研

究提供借鑒與依據。 

 

 筆者選用此六印，可看出石質精選，雕工細膩，印文精彩；如圖表 1-23~28

所示： 

 

 

 
圖表 1-23、水禽鈕

26
-田黃，周彬刻。 3.3 x 2.8 x4.9cm；無印面 

 

 

 

 

                                                      
26水禽鈕；《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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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4、: 子母獸鈕-鴛錦雲張

27
，田黃石。4.7 x4.7 x8.3cm；印面:「循連環連環循環循連」。 

 

  
圖表 1-25、橋鈕連珠璽-咸豐

28
，象牙質。每字各 1x 1cm；印面:「咸豐」。 

 

 

 

                                                      
27子母獸鈕-鴛錦雲張；《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66 頁。 
28橋鈕連珠璽-咸豐；《明清帝后寶璽》2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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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6、瑞獸鈕長方璽-克敬居

29
，田黃石質。2.8 x 4 x2.8(x4.8)cm；印面:「克敬居」。 

 

  
圖表 1-27、辟邪瑞獸鈕-春愁怎畫

30
，壽山石。丙戌十二月，陳巨來(1905-1984)刻。2.7 x2.1 x5.2cm；

印面:「春愁怎畫」。 

 

                                                      
29瑞獸鈕長方璽-克敬居；《明清帝后寶璽》267 頁。 
30辟邪瑞獸鈕-春愁怎畫；《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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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8、獅鈕-松泉

31
，壽山田黃石。印面:徐三庚刻。井罍作鄮朿蔡氏賓館，2.1 x2.1 x6cm；

印面:「松泉」。 
 

 

 

 (三)、渡海來臺傳入鈕雕的背景 

  印鈕會傳來台灣，可説是一個奇蹟，因陳可駱先生自福州扛兩擔壽山石，

去馬祖賣給美軍，因戰事無法返福州而來到臺灣。找木雕師傅雕壽山石，廖一刀

因此與石雕結下一輩子的因緣，並能數十年如一日之善雕家，長達五十多年的藝

術創作，只有廖德良先生一人。而此時期也是壽山石大量開採，多種優質石材能

在他手上化腐朽為神奇，這也是生長於此時代的雕鈕及篆刻家的福份，在附錄二

＜對石談情＞最後所提語重心長的印鈕最後一刀，經訪談一刀師，其為收藏界所

說，這也是收藏家認為他為台灣專業印鈕雕刻的最後一刀，筆者認為優石加精工

之不易，而且高達五十多年的辛苦雕鈕及雕七千多方作品，確實後人難追。 

 

   雖未五十多年如一日的專業雕鈕者，對印鈕有所表現的藝術家，如陳石編著

＜壽山石雕藝術＞所提及在臺灣的有四人： 

 

                                                      
31獅鈕-松泉；《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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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明隨- 

   1917 年生於河北蠡縣，河北保定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二次大戰期間

受藝術師資訓練，任中小學美勞教師；受丈夫王壯為先生影響，使她對印章石材

及雕刻發生興趣。赴台後，由把玩印石鈕，進而自己動手鐫刻，所製印鈕風格簡

穆、古樸。如圖表 1-29、30 所示： 

 

   
圖表 1-29、古獸圓紐-高山石

32
。 

3 x 4.8cm 
圖表 1-30、「羊」字博古紐對章-泰來凍。 2.4 x 2.4 x1(x9.3)cmx2

33
 

 

 

2、廖德良- 

   又號「一刀」；1945 年生於台北新店，在台灣專業鈕雕創作，幼年從業木

雕，認識了＂西門派＂傳人陳可駱先生，轉業石雕到現在約 50 多年，早期壽山

石尚少入台，多用韓國石及泰來石為材，而後青山杉雨先生攜來青田石及巴林石

之佳材，提供創作。現兩岸交流方便，多以壽山石雕鑿。所刻印鈕古雅端莊、厚

重樸茂；自 2009 年得＂傳統藝術藝師獎＂後，即開始技藝薪傳。如圖表 1-31、

32 所示： 

 

                                                      
32古獸圓紐-高山石；《壽山石雕藝術》248 頁。 
33 薛志揚藏，王壯為先生印面：朱文＜陶金銘印＞、白文＜君笵＞。並囑款：「君笵弟，性好

碑帖收藏，景本甲於全臺，作書頗遠俗筆近，喜印章時索瑑刻，佳石難得偶遇此品，又屬內子明

隨，采古金圖文琱飾其端，可謂好事者矣，既成，因并誌之。乙卯秋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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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1、螭鈕-水洞高山石。2.3 

x2.6x2(x6.3)cm；2013 年，筆者藏。 
圖表 1-32、獅鈕-芙蓉石。3 x3x2.8(x7.3)cm；2012

年，筆者藏。 
 

3、黃嘗銘- 

   字子昭，1954 年生於台北；他擅長書法、篆刻外，在 1974 年投身印鈕雕刻，

經一鑿一挫的摸索，雅好商、周青銅，漢玉紋飾，入古出新。所雕博古雙層式平

鈕，散發出淵穆高古氣質。如圖表 1-33、34 所示： 

  
圖表 1-33、拱身夔龍帶鉤紐-巴林黃凍

34
，2000 年； 2.5 x 3.75 x4.14cm。 

 

                                                      
34拱身夔龍帶鉤紐-巴林黃凍；《黃嘗銘印鈕選輯》78-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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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4、雙龍博古鈕-巴林彩凍

35
，2007 年；  3.0 x 3.03 x6.94cmx2。 

 

4、李來儀- 

   1949 年生於湖南，早年畢業於台北醒吾商專，現於廈門經營古董印石生意；

對雕藝獨多稟賦，與鈕雕藝術家廖德良先生來往甚密，得其指點對＂西門派＂藝

術風格產生影響，仿古作品渾樸中見精嚴。如圖表 1-35、36 所示： 

 

  
圖表 1-35 瑞獸鈕-芙蓉石。  

4 x 4 x 5.4(x10.4)cm。薛定之老師藏。 
圖表 1-36、瑞獸鈕-芙蓉石。 

2.8 x 4 x3.2(x6.3)cm。 

印面：朱文「除煩惱熱」，薛平南老師 2012

年刻，筆者藏。 

                                                      
35雙龍博古鈕-巴林彩凍；黃嘗銘印鈕選輯》104-1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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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觀石、賞石之探討 

    各類印石石質各有其特質，依前所探討的「印石六德」來看石質之優劣，或

精彩、或嬌艷、或樸穆....，但也有一些劣質遺憾；還好我們仍可賦予印石生命，

就是求印面之宏觀，我們可看到在拍賣市場名家印（吳昌碩、齊白石、吳讓之..

等）之石質也非全佳，但仍有其文物生氣。觀賞印石時，有些優質印石甚佳，但

也並非完美無瑕，還是會有些許砂釘、裂痕，因此鈕雕藝術便是最可發揮之處，

甚者或深浮雕、或薄意；輕者或瑞獸鈕、或動物鈕以避之；優質石材以平鈕（素

鈕）及博古鈕最優。無論石質優劣，想其方法賦予印石生命，讓印石活靈活現起

來。 

 

  觀看石質後，欣賞石之韻是人生很美好的事，也因此而產生好奇心想探討此

優質印石的出處，如能依石系、刀感、紋路去探討之，不難了解石之出處，這也

是研究精神之所在。不過最近也出現一些外省石（新疆石、青海石、彰州石、遼

東石、廣西石...）極像壽山石、巴林石，探討之下不可不慎！一些鑑賞家也感

嘆大地造物主的神奇說：「真是考倒老師傅！」筆者也認為只要具備印石六德，

不管商業行為，均有賞玩可觀之處。 

 

二、習鈕、鑑鈕之研究 

    在觀賞石材、決定先天石質後，鈕雕藝術是後天決定藝術高低的要素，好的

鈕雕能有加分作用而成為藝術品，反之則破壞石材。學習印鈕更是很重要的過程，

不僅可相石，尤其是一方巧色石材，如能依彩賦形運用巧色再刻出神韻極致的印

鈕，常讓人拍案叫絕。 

 

  學習印鈕在找資料、仿古期間。可看到前人感動的作品，可從而研究何人風

格，鑑賞印鈕，學過才知道其難度。更何況大部分印鈕均很難找到款識，判定年

份極為困難，所以鑑賞印鈕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筆者在與廖德良老師到福

州印石市場上，因無款識，但從其風格上求證能得知是＂一刀鈕＂，所以如書畫

一般均需把眼界養高，再求手到藝到，除創作外更應在艦賞上要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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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仿古、創新之省思 

    模仿是學習藝術最直接的途徑，不管是書法、篆刻及水墨畫均一樣，印鈕也

不例外，中、西均同。約瀚•亞奧希姆•溫克爾曼（Johnn Joachim winckelmann)

潘襎譯《希臘美術模仿論》： 

 

「溫克爾曼思想的理解者歌德說道：『藝術的真實與自然的真實，是完全不同的

東西，藝術並不應該致力於使自己作品看起來像自然作品一般，並且也不允許他

這樣。』費爾德尼斯以一種積極的觀點來詮釋柏拉圖的模仿論，他說：『因此，

藝術並沒有被可視性模特兒的界線所限。真正的藝術並沒有墮落到枯燥的寫實主

義，而是想要超越物質世界。真正的藝術，在貧乏的模像上，致力於喚醒即使透

過現存的實在卻在冥冥之中可感受到的更高次元的存在領域中的某種東西。』」36 

 

  上所提的寫實主義只是模仿(臨摹)出的形式，但藝術內層的最高意境卻是神

韻，也是「 更高次元的存在領域中的某種東西」；沒有基礎層次的臨摹，不管得

到基本的刀功、或是形式，能從中得到些許東西，但重要是能領悟內在精髓；雖

是很難，但也隨個人資質稟賦而異，能不斷模仿找出精神所在，一定可體悟模仿

的深層意境。 

 

  在臨摹一定時間後，經由良師指點加上自己不斷努力學習，下一個辛苦而快

樂的階段就是創新，不管是由玉器、青銅器、太極圖騰...等，甚至西方雕塑來挪

用為印鈕，加上自己創意，成就一件感動的藝術品，這是未來努力的一項長期工

作，也是筆者尋找挪用資料並作為創作、省思的工程，如何創作非複製工藝而成

就一件藝術品？更值得我們深思！ 

 

    這數年來經相石、拍賣、雕鈕、鑒賞及學術研究，尋找鈕雕及作者之根源，

未落款及時間的交代均如五代、唐宋的書畫，有極困難之處，因優良作品於當時

代，偶有文人和收藏者的記載或圖錄，可看出些端倪外，並不易研究。往後刻優

而入其道者，筆者認為應予以落款交代，如中古楊玉璇、周彬，近代林清卿及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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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廖德良老師、黃嘗銘、劉愛珠、王逸帆、林文舉..等，其負責清楚交代，能讓

後學有機會研究而進入此領域。 

 

    未來在雕鈕上更應勤加練習刀工，多看並臨摹雕刻古鈕，吸取古人留下的藝

術元素，才不易把鈕雕絕學失傳；在臨刻時反覆練習到熟練，避免複製性的作品，

拋開名利享受創作的快樂，正如一刀師所說:「老天爺會還給我們公道」。除此

之外找到優石能依彩賦形，創作依據可找其他書畫或雕塑品，不管是中國或西方

作品，有意義地或賞欣地佳作，能妙用或以寫生雕法，創作出自己合意之作；如

印鈕題材加以印面文句與之對話，例如竹鈕配合印面「師竹」或「高風勁節」等

與鈕相關印文，這才是人生未來祈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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