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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生于杭州。西泠印社社员、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协理事、杭州市书协

副主席、先后授业于茅大容、高式熊、蒋北耿先生。

2002 年篆刻作品获得“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

奖”

2003年奉命为国家主席现场篆刻姓名印

2006年篆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2008年书法作品被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

沈 颖 丽 简 介

篆刻艺术而言,它既是最远古的艺术，也是最现代

的艺术，而且是优于西方原始画派的。自从上世纪末以

法国亨利、卢梭为代表的原始画派出现以来,远古艺术

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例如马蒂斯、克利等人都向远古

艺术作过借鉴。梵高、毕加索也从远古艺术风格近似的

非洲艺术中吸取了营养，那么像当代印人沈颖丽老师也

一样，向古玺印艺吸收精华，从而创造印之新风。

中国古代印章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春秋战国

的古玺印以难得的自然天趣、超拔的想像力与创造力、

近乎于童心的创作状态、类似于远古图腾的诡异、烂漫

和多样化的审美取向成为了当代篆刻艺术可资借鉴的

宝贵资源。随着古玺印和秦汉印的大量出土和古文字

研究的进展，使得当代古玺印的创作在创作意识、技法、

视觉感等方面获得了新的突破。古玺是秦统一以前印

章的概称，上可远溯三代，盛于战国。我们现在所能看

到的最早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部分文字

有待考证研究。从文字形式上，可分阴文（白文）、阳文

（朱文），朱文古玺大都配有边框。印文笔划细如毫发，

多是铸造而成。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界

格，文字有铸有凿。古玺印印钮的形式多样，印文的构

思严密，章法的合理巧妙。总之，古玺印各方面都表现

出强烈的艺术性，具有我国民族传统的艺术特性，是古

代劳动人民艺术智慧的体现。

笔者相信，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留下许多难

忘的时刻，更相信，每个成功人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

的经历⋯⋯人生最美好的过程是寻梦的过程，每个人都

有一个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无论今天你是正在朝着

梦的方向奔跑，或是已经在某个领域功成名就。

沈颖丽老师天资聪颖，生于杭州的她自幼受文化名

城的熏陶，在花季年代进入西泠印社工作，便与西泠结

下福缘。沈颖丽老师回忆说：“当时来印社的国外名家

有日本的小林斗庵、梅舒适、金井凌雪，韩国的金膺显

等。国内有沙孟海、陆维钊、方介堪、启功、徐邦达、王个

簃、顾廷龙、唐云、陈巨来、钱君匋、叶潞渊等。”这些人当

时在全国来讲都是凤毛麟角的名家泰斗级的人物，她常

常陪同在侧，看到他们舞刀弄墨，这样的情景如此的熏

陶，他说一辈子都难忘记。

沈颖丽老师谦和开朗，在她艺术的道路上，有三位艺

术贵人，都是西泠印社的名家。首先是著名篆刻家茅大

容先生，正是他的启蒙和栽培，使沈颖丽老师踏进了传统

艺术的大门，其次是著名书法家蒋北耿先生，他给了沈颖

丽以中国文史知识的熏陶和书法技艺的传授，使她平添

双翼，得以在传统艺术上更上一层楼。再就是西泠印社

泰斗级人物书法篆刻大家高式熊先生。沈颖丽说，人生

处世，不免风风雨雨，几十年来，高先生每当逢年过节总

是给她谆谆教导，除了篆刻技艺教授外，还给她以精神上

的关怀和呵护，使她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

“三位老师在不同的领域给了我无限的学习机会，

我走到今天，是离不开这三位老师的教导的。他们不仅

教会了我艺术技艺，同时也教导着我如何做人，他们是

我的榜样，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使我终身受益。我至今在

他们的影响下，还在快乐地学习着。”沈颖丽感慨道。

笔者在博物馆或古代印学展上会见到一些色彩鲜

艳的汉彩陶，发色凝重的青花瓷，拓印清晰、笔致严谨的

古拓片，尤其见到战国时期的古玺印，其印文斑驳，铭铸

了华夏历史传承的痕迹，铜锈斑斓，浸染了两千年的岁

月沧桑。

玺印是我国土生土长，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

在古代，中国人用印信来表示信用，在秦代以前均称为

“玺”，及至秦始皇规定只有帝后印方可称“玺”，其他的官

私印只能称“印”，这才有了“玺”与“印”之分。其实，就收

藏而言，古玺印也是一大收藏门类，如晚清的罗振玉、陈

介祺、吴大徵、黄宾虹，写《老残游记》的刘鹗，都是古玺印

收藏大家。只是随着传统文化教育的淡化，人们对于古

文字了解越来越少，研究古玺印的难度也就相对越来越

大，门槛也就显得越来越高。故而，近年来，对于古玺印

的收藏和研究的人群，也就越来越少。而沈颖丽老师一

直数十年如一日的耕耘着这块古玺印，守望着古玺印的

精神家园。其师蒋北耿先生有诗为证：奴家惯使平口刀，

梨石为田未辞劳。奖获兰亭已往矣，奉旨献艺记今朝。

沈颖丽老师对战国古玺研究创作情有独钟，研究古

玺已有20余年，孜孜不倦求索着。她的印在章法上空灵

奇异，变化多端，文字的大小宽窄和笔画的长短，巧做错

落穿插，打破平整的呆板格局，字的形态自然。沈颖丽

老师的古玺印，险峻奇肆，看似歪斜，然细看却斜中有

正，乱中寓工，极尽巧思，于险绝、欹侧中寓平稳；在布白

上大块留红或留白的，疏密对比之趣，十分真率自然，绝

无雕饰之气。既丰富了印面内容，又增强了古朴、灵动

之气质和形式美；朱文多阔边，与细劲的印文对映成趣，

更有凝重、鲜明的视觉效果。

笔者与沈颖丽老师交流时，她说道：“篆刻印章发展

至今天，已从书画的从属地位脱胎为独立的篆刻艺术，

配上一方好的边款，愈显重要。拓制技术也越发要紧。

如果一方好的印章配上美丽清晰的边款，红黑对比，交

相辉映，一定会产生良好的欣赏效果。”

沈颖丽老师几十年来篆刻作品数十次入展全国性

乃至国际性书法篆刻大展。多次应国外专业团体邀请

出访，进行艺术讲课和交流。曾获杭州市第七届“五一

个工程”奖并入选杭州市首批文艺家人才库。书法作品

曾入展全国著名女书法家作品展、首届、二届北京国际

书法双年展、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创办五十周年校友

作品展、浙江书法 60 年——书法精品展等。 篆刻作品

入展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书法篆刻展览40余次，省市

书协主办的篆刻 70 余次，其中获得“首届全国书法兰亭

奖·创作奖”、“第三届全国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二等奖”

（篆刻最高奖）、“首届全浙书法大展优秀奖”、“全国篆刻

征稿评比优秀奖”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

中央电视台、中国篆刻艺术院、中共中央文献办、沈阳陈

云纪念馆、杭州市政府、西泠印社等部门及国家领导人

收藏。曾为国家领导人现场治印以及著名书画大家镌

制名号印章。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起一位已故乡贤著名书画鉴

定泰斗、故宫学派巨擘徐邦达先生曾赠其诗云：“汉白元

朱方寸铁，亦承古法亦开新。乞求什袭文房宝，后此西

泠接八人”。

丙申 秋 草就于 无我斋

汉白元朱方寸铁 亦承古法亦开新
——记西泠篆刻名家沈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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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论曼生书法绝句一首君子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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