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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印谱的研究! 大
约是从宋代宣和年间开始的 "

印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
且有着极强的艺术性和收藏鉴
赏的价值" 今人研究印谱! 大
可于方寸之中! 领略篆文的字
体以及印文的排列疏密 # 参
差# 错综的美感$ 也可驰目于
毫厘之外! 去感受古人的思虑
通审! 以及各种流派的不同篆
刻风范" 从明清到当代! 有人
嗜好收集! 有人喜欢临摹古代
印章! 有人讲究考证学术! 目
的不同 ! 出发点也就不尽相
同" 篆刻家和收藏家将留存下
来的印章荟萃成谱! 而流传至
今 ! 除了继承艺术传统之外 !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供考
证印人的流派"

中学毕业后! 林先生常到
曾荣光老师府上学习篆刻书
法" 最初! 他每周按时到老师
家听篆刻理论课! 或者观察老
师如何操刀" 老师为他布置作
业! 下节课即修改点评" 林先
生的篆刻初学黄士陵! 体会其
中的气韵和美感! 后又临摹赵
之谦# 吴让之等人! 从上世纪
!"

年代到如今 ! 林先生所刻
的印章居然达千余方之多"

曾先生带他走访了不少香
港地区有名的收藏家! 以此开
拓眼界 ! 打破停滞不前的关
口" 期间! 发生了一件令人不
愉快的事% 老师带他到某位收
藏家家中看一部很著名的印
谱 ! 但去了三次 ! 都无功而
返! 因为那位收藏家对他们只
说印谱找不到了! 而林先生却
无意间瞥见那部印谱就在桌
下" 经过这件事情! 曾先生悟
出了一个道理! 即印谱不宜私
藏! 应为大众所用" 曾先生也
因此将毕生所集藏印谱全部转
赠于他! 希望他日后继续收集
流落坊间的印谱! 成立一间印
谱资料室! 让所有的篆刻爱好
者都能共享资源! 也给相关的
研究人员和学者一处治学之
地! 免得他们为找资料而四处
碰壁 " 这是曾先生对他的期
望" 林先生后来所做的种种亦
是恩师之嘱! 就连他所写文章
的署名也作 &天舒 '! 那是他
将老师的笔名 &楚天舒' 去掉
前面一个 &楚' 字" 当然! 林
先生一脉相承的除老师的笔名
外! 还有老师的勤奋与风骨"

随着林先生的收藏数量递
增! 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这使
他对印谱的版本有了新的认

识" 一些重要的印谱! 在流传
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版本! 每
种版本所收印章又有数量上的
不同" 印谱的版本复杂! 如西
泠八家的印谱就有很多版本 !

需仔细判断# 区別" 像汪启淑
辑的 (飞鸿堂印谱 )! 内分不
同年份的钤印! 或有汪启淑像
及释文 ! 或无汪启淑像及释
文$ 有的卷数一样! 但所收印
却多寡不同" 而无释文的要早
于有释文的" 再如 (求是斋印
稿) 四卷! 四册! 乃道光时黄
鵷篆刻并辑! 有的本子题 &古
闽黄鵷朗村氏篆 '! 蓝框 ! 有
手绘黄鵷像 ! 原钤本有印释
文" 但在差不多的时间里! 又
有雕板印为绿框者! 黄像也改
为雕版! 释文亦为摹刻! 所以
印谱也有版本之别"

序和跋中的文字! 对于印
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至
于艺术篆刻的技巧 ! 提笔奏
刀! 可反映出印人不同的精神
面貌! 诸如% 苍劲雄放! 自成
家数者$ 遒丽流畅! 疏逸自然
者 $ 挺健平正 ! 不假修饰者 $

敦厚园秀! 英健正雅者多有呈
现" 历来印人之原印! 人们所
见甚少! 或无可得见! 但印谱
中多为原印钤拓! 后人可以参
考对比! 也可仿刻学习"

林先生所藏的印谱除了老
师的赠与! 新增添的部分得自
国内! 据他估计! 存世的印谱
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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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左右 ! 分散在世
界各地 ! 林先生收藏的就有
#"""

余种" 至于日本# 韩国!

也藏有将近
$%""

部之多的印
谱" 当年香港的集古斋# 中华
书局! 有了新的印谱就会通知
他去买! 此外! 包括上海# 天
津# 广州的古籍书店都和林先
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善于思考! 是智者的特质
之一" 林先生前几年就开始思
考如何将这些印谱有效地为研
究者所利用! 那就是建成一个
数据资料库" 他开始将印谱中
的信息一字不漏地敲进电脑里!

有些信息可以在原书中找到 !

但大部分的数据是要经过查证
和考据的! 需要花费一天# 数
天! 甚至要等一段时间! 才能
获得确切的信息" 林先生设有
自己的博客! 博客名为 &天舒
的博客 '" 博客中每一小段文
字! 都可能是他在堆积如山的
资料中翻了很久! 或在网上百
般寻觅! 然后结合材料写出来
的" 林先生对印谱的查证特别
仔细! 为的是避免因误判而引
后人入歧途" 尤其是对于一些
使用同一斋名的作者! 做这类
的查证更是谨慎" 查明资料以
后! 要把整本印谱一张张地扫
描! 而后录入谱名# 卷数# 篆
刻者# 页数# 序# 跋# 再加上
篆刻者的小传" 这是一个繁琐
且工作量很大的工程 ! 耗时 #

耗力! 所以林先生每天睡眠仅
四# 五个小时! 平时只有在身
体极度不舒服的情况下才会休
息一会" 这项工作! 林先生日
复一日! 居然做了二十年"

印谱真正见于公家藏书目
录著录的很少! 讲印谱的著作
则更少" 前人对古铜印章并不
重视! 认为仅是雕虫小技! 故
藏书家亦不重视" 甚至 (四库
全书 ) 存目中收录印谱也甚
少! 仅存明代杭州人来行学刊
刻的 (宣和集古印史 ) 八卷 #

明代吴县人徐官撰 (古今印
史) 一卷# 明代上海人顾从德
撰 (印薮) 六卷# 明代松江人
何通撰 (印史) 五卷# 明末胡
正言撰 (印存初集 ) 二卷 #

(印存玄览 ) 二卷 " 私家书目
中涉及印谱的著录则更是十不
一二" 叶铭 (金石书目) 末附
传世印谱 ! 虽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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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 !

然而多半是后人的钤印本! 与
古铜印谱并列 ! 而且仅著书
目! 撰写得很简略"

林先生对印谱最为敏感
了 " 他费尽辛苦完成了 (松
荫轩藏印谱目录 )! 其中的罕
见印谱 ! 他是明察冰鉴 # 了
然于心 " 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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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罕
见印谱 ! 深印于脑海 " 他除
记谱名外 ! 又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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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印
谱进行校对 ! 曾在一年时间
里校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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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印谱 ! 写
成

)(

万字 " 四年前 ! 国内某
图书馆委托林先生将该馆所
藏印谱目录加以校对 ! 因此
他将以前所写的 (松荫轩藏
印谱目录 ) 初稿核对改动 !

这一工程比重新写还巨大 !

涉及事项更多也更为广泛 !

在改动中更发现了以前记录
及印人题跋的失误之处"

林先生收藏印谱不是为了
保值! 而是为了探讨印学发展
史! 并补充以往研究者的缺漏
之处" 印谱中的序跋如与某些
历史资料进行校对! 会发现有
些历史记载值得商榷 " 其次 !

还可以补充和考证许多名人的
表字 # 别号 # 生卒年 # 籍贯 #

交友# 书斋号等等! 当然! 这
些都要细读印谱才能知悉"

传世印谱有数千种! 然而
林先生却重人之所轻! 轻人之
所重" 当收藏界对不可多得的
名谱趋之若鹜! 而对小谱# 残
谱# 伪印之谱不甚重视时! 他
却有自己的见解" 比如在拍卖
场合拍得一册表面上看还算完
整的印谱! 然而收到之后才发
现没有任何序跋及边款记载 !

这样的情况于林先生而言亦是
多见" 他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
刑侦专家一样! 去找寻蛛丝马
迹 ! 翻阅有关资料 " 幸运的
话! 几天便能查证出答案! 当
然! 他有时费数月之劳! 仍是
徒劳无功" 几十年来! 林先生
已经配齐了十几部残谱! 其中
有一部印谱仅存上半部! 而下
半部! 他从广东# 上海分了三
次才陆续凑齐 ! 使之延津剑
合! 破镜重圆"

再如林先生收藏的小谱
(三近草堂印草 ) ! 单看此谱
名! 鲜有人知! 或对这部印谱
不屑一顾 ! 但若提起主人名
号! 便众所周知了" &三近草
堂 ' 主 人 原 来 是 李 上 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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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人! 长居
北京! 字达之! 号五湖! 室名
为三近草堂" 他是金城最得意
的弟子之一! 同门中翘楚! 也
是湖社# 中国画学研究会# 中
国书画研究会成员" 据说在收
藏界中! 要看李上达的画轻而
易举! 但要看李上达的印却很
难 ! 知道李上达有印谱存世
的! 更是凤毛麟角! 这是林先
生眼光独到之处"

除了残谱# 小谱! 林先生
对伪印也有关注" 有人问林先
生是否参与某次拍卖! 林先生
说% 此套印谱其实都是伪印为
主! 但要作为资料保存! 就算
是伪印 ! 亦希望能保存全套 !

以便后来学者能看到全貌" 林
先生虽然也追求完美! 却不苛
求! 残谱也好! 伪印也罢! 只
要是对他人考察取证有用处 !

他都不遗余力地躬身为之" 若

收藏印谱只为了保值! 大可不
必计较这些! 但若为了保存先
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查证
史实! 这却是一件极其有意义
的事情"

金石藉人而传! 人亦藉金
石以名" 篆刻始于祖龙! 有印
即有印人 ! 所以印人自古有
之! 不过古时印人由于地位低
微! 被时人称为工匠! 因而没
留名史册! 殊为可惜" 为印人
事迹作小传者! 乃为传古人于
不朽之善举" 最早为清周亮工
之 (印人传) 三卷!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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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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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清乾隆间! 汪启淑
有 (续印人传) 八卷之作! 收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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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较周多至一倍有
奇 " 后又有叶铭辑 (广印人
传 ) 十六卷 ! 收

*''*

人 ! 上
自元明 ! 下迄同光 ! 搜辑史
传 ! 旁参志乘 ! 以及私家纪
述!

!..

年来! 专门名家! 不
问存殁! 悉著于录" 如今! 坊
间所见当代辑录印人传之书也
有所见! 所载印人较之前人所
载更为丰富 ! 但存世印人之
多! 不胜枚举" 除了开宗立派
的名家以及有代表性的篆刻家
外! 一般名气稍弱的印人多被
人们所遗忘! 如% 尹祚鼒 *及
郎 , # 李相定 *寇如 , # 李僡
*吉人 ,# 孙贇 *汉南 ,# 倪品
之 *品芝, 等等! 很少有人还
记得他们的生平"

林先生致力于为清代印人
编写小传" 若没有林先生的记
载! 可能许多优秀篆刻家! 他
们的姓名就将会永远归隐于古
籍之中无人问津! 稀有印谱所
呈现出的众多不同侧面也将杳
无可寻" 而且林先生不去记载
大家熟知的人物! 他为之立传
的都是鲜为人知以及被人遗忘
的人物" 那一方方硃红色的印
痕! 透过色彩古朴的硃泥# 质
地轻盈的纸张! 向林先生传递
着各自的命运! 而制造它们的
印人也因为林先生的著录而名
垂青史"

林先生在寻找印人资料的
过程中! 总是要翻阅多省地方
志 # (艺文志 )# (印人传 )#

(人物志 ) 以及各类人物资料
书! 他意识到在浩如烟海的资
料里寻找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印
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
如江苏一带印人的小传! 可以
有 (江苏印人传) 参考! 但对
友人所托查寻的某吴中印人 !

即便是殚精竭虑 ! 也无从查
证" 且不说明清# 民国时期的
印人资料难以寻觅! 就连有些
近现代的印人资料也无从下
手" 所以林先生决心将自己所
掌握的所有印人资料都予以公
开! 免得前人资料湮灭! 后人
研究没根可寻! 无源可考"

在多种印人小传中! 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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