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谱版框的来历

上古时代 !文字是记录在
甲骨 "简牍上的 # 简牍在春秋
战国时期已经大量使用 $散片
简牍编连成册 !书写文字就有
了界栏 !由此保持整齐 %清晰 $

后来的帛书 " 纸卷多有界栏 !

使文字内容看起来整齐 $雕版
印刷技术在唐代被发明 !于唐
朝中后期已经广泛使用 $早期
雕版印刷主要盛行于民间 !多
用于印刷神像 "经咒 "发愿文
以及历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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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西安
市发现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
单叶 ! 约刻印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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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间 !为目前所知最早
的雕版印刷品 $现在我们所能
看到最早的完整雕版印刷实
物 !是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之
唐咸通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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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玠为父母
敬造普施之 )金刚经 *! 印制

工艺非常精美 ! 已见使用版
框$后世雕板印刷的书籍!也往
往刻有边界和栏线$ 古籍刻印
中的版框! 一般认为是受到简
策形式的影响$ 印谱作为古籍
的一个门类! 自然也保留了版
框的形式$

版框在古籍中也称为边
栏 !即每版内围框文字之四周
边线 !上方叫 +上栏 ,!下方叫
+下栏 ,!两旁叫 +左右栏 ,-单
线叫 +单栏 ,!双线叫 +双栏 ,$

四周只印一道粗黑或细黑线 !

称为四周单边 -四周粗黑线内
侧再刻一细黑线 !称为四周双
边 -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
线 !称为左右双边 $ 版框粗黑
挺直 !予人以稳定感 !不仅保
留了简策 "帛书遗风 !而且具
有规范 "整齐版面的作用 $ 古
籍中的版框经历演变 !由简而
繁 !发展出不同的样式 $

印谱作为古籍的一个门
类 !继承了版框的形式 !并发
展出多样化的纹饰 !既具有实
用功能 !也增加观赏功能 $ 一
般来说 !版框对于刻印叶面具
有规范作用 !与没有版框的古
籍或印谱相比较 !有版框纹饰
者版面更整洁 ! 视觉上更平
衡 "稳定 !读者的视点更能集
中于内容部分 $ 存世印谱中 !

有以无版框印谱纸钤拓者 !这
种无版框印谱存世量应不少 !

但是 ! 不论钤拓如何精良 !排
列如何有序 !仍缺乏整齐划一
之感 $ 而有版框的印谱 !采用
细线单栏或双栏的 !使人感觉
秀丽 "庄重而清新自然 -采用
粗线单栏或双栏的 !有厚重及
严肃的感觉 $在传统的单栏或
双栏版框纹饰中 !文人墨客又
稍加改变 !将版框四角稍稍改
动成圆角 ! 这一小小变动 !使

版面活泼灵动 !流畅圆通 $

文人画的影响

和版框纹饰变化

讨论印谱版框纹饰的多
样化!不能不从文人说起$中国
古代书 "画 "印之发展 !最初注
重实用性!主体是各门类工匠$

自从有文人介入! 就与传统工
匠发生冲突! 引起各艺术门类
的巨大变化$ +文人画,萌芽于
唐代!兴盛于宋元!在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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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里 ! 由于文人思想的蓬
勃 !突破旧时束缚 !呈现着游
心物外 " 不拘格律的新思潮 $

这种新思潮表现得最为显著
且辉煌者 !莫过于绘画 !因此
之故 !史称宋元是 +文人画 ,的
黄金时代$ +文人画,具有学养
深厚"言之有物"格调高雅的特
点!兼具文心"诗情"画意$文人
墨客藉绘画宣泄胸中逸气 !表
达自身之清高与文雅$

明代以降 !因文人墨客介

入印坛 !印谱辑录风气亦随之
兴盛 !印谱形式及类别趋于多
样化 !各式各样的印谱刊行于
世 $不论是以原钤古玺印成谱
者 "摹刻古玺印成谱者 "集自
刻印成谱者 !或集名家刻印成
谱者 !等等 !成为推动篆刻发
展之重要媒介 $

明代以至清初 !印谱版框
纹饰最初仍如古籍版框 !只有
简单的单栏或双栏形式 !没有
太大变化 $ 自文人介入印坛 !

+文人 ,思维亦慢慢融入印坛 !

在印作中 !其表现手法是以文
言雅语或诗词入印 !或以斋馆
楼台及历史人物作为印文入
印 !此类现象 !存世的明代印
谱中比比皆是 $

文人思维从文言雅语入印
始! 经发展延伸至印谱刻印的
版框纹饰设计中$ 利用版框纹
饰来表现文人思维! 发展甚为
缓慢!清初以前!印谱版框纹饰
无甚大改变$ 至清乾隆十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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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突破性发展!现在
所能见到+文人画,理念融入印
谱版框中者!首先是汪启淑'慎
仪(乾隆十七年辑成之)汉铜印

丛*!成谱于乾隆十九年'

!%(.

(

之)锦囊印林*及成谱于乾隆二
十三年 '

)%(*

(之 )讱葊集古印
存*三谱$ 以上三种印谱的版
框纹饰 !打破了传统古籍中单
栏 " 双栏格式 !)汉铜印丛 *首
先采用松 " 竹 " 梅三友图纹 !

)锦囊印林 * 采用卷草纹 !)讱
葊集古印存 *采用双龙纹作为
版框纹饰$ 此三种印谱版框纹
饰面世 !令人耳目一新 $ 自汪
启淑这三种印谱始 !印谱版框
纹饰发生突破性发展 ! 由乾
隆后以至民国期间 !印谱版框
纹饰出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局面 $

自古以来 ! 传统文人均
一身兼数艺 !诗 "书 "画 "印 !

多有涉及 !更旁通金石学 "古
文字学及版本学等等$ 文人墨
客将其审美思维融入版框纹
饰设计 ! 乃理所当然之事 !由
此 !印谱版框纹饰便带有所谓
士人气 "书卷气 "文气 $因随篆
刻艺术发展日渐活跃 !印谱汇
辑成风 !印谱版框纹饰亦由传

有 版 框 印 谱

!红叶山房印谱"

圆角印谱 !朱

子治家格言"

无版框印谱

!阴骘文篆章"

张灏辑 !学山堂印

谱"以诗词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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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降!因文人墨客介入印坛!印谱辑录风气亦随之兴盛!印谱形式及类别趋于多样化!各式各样
的印谱刊行于世" 不论是以原钤古玺印成谱者#摹刻古玺印成谱者#集自刻印成谱者!或集名家刻印
成谱者!等等!成为推动篆刻发展之重要媒介" 明代以至清初!印谱版框纹饰最初仍如古籍版框!只
有简单的单栏或双栏形式!没有太大变化" 自文人介入印坛!$文人%思维亦慢慢融入印坛"

印谱版框赏析举隅
林章松

!味香室金

石谱"岁寒

三友版框

董熊 !玉

兰花馆印

存" 梅花

版框

"

曾均 !对

竹轩印存 "

竹子版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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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观

古堂印存"竹

节版框

$

!小庵印存 "

兰花版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