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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少华，一九六〇年出生上海，号默庵，祖籍浙江东阳。他对篆

刻的喜爱，缘起于中学时看到班主任用橡皮刻上“语文”“数学”等字

敲在作业本上，颇觉好玩，由此开始了从参加篆刻的兴趣小组到参

加上海市书法篆刻联展和各种篆刻大奖赛，最后参加西泠印社全国

篆刻作品评展三界连续折桂并加入西泠印社的篆刻人生历程。

说起吕少华的篆刻艺术，离不开他的业师江成之先生。江成之

是浙派传人，用刀是典型的冲中带切。吕少华在上钢三厂职工篆刻

组的展览上第一次见到江成之先生的篆刻作品，就深深地被江老的

篆刻艺术所吸引。他便鼓起勇气写信给江成之先生。令他感到惊

喜的是，几天后他收到江老的回信，信中江老不仅勉励他好好学习

篆刻，还特地安排了他的学生夏伟军负责教习吕少华的篆刻基础知

识，令吕少华两年后再带上自己的篆刻作品去请教他。这对吕少华

的篆刻生涯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两年后，吕少华几乎每周都去江老师家里求教，江老对他的篆

刻总是耐心地批改和悉心地指导。吕少华进步很快，自此连获数次

市级及以上篆刻大奖赛一等奖和西泠印社全国篆刻作品展优秀

奖。一九八八年，吕少华东赴日本，幸得东瀛书法篆刻界泰斗小林

斗庵亲笔题签的书法杂志，他对此书珍爱至今，颇有中日“印缘”的

情结。此后，吕少华勤于用刀，溯源古今，章法平稳匀称中取奇，刀

法取浙派之意，颇能得其精髓。他加入了心仪已久的西泠印社后，

时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的刘江先生这样评价吕少华的篆刻艺术：“从

流溯源一路入手，取法近人赵叔孺、王福庵一路，再上溯元朱文、汉

玉印、铸印等，基础较扎实，布局、书篆、用刀均见功力。‘龙池瀑布’

一方，法汉玉印，结体平匀而不板滞，线条柔美而秀动，全印气息古

润而又具新意。‘数风流还看今朝’一方，用线遒劲，布置舒展⋯⋯”

笔者曾有幸观看过他创作的“心经”全文巨印，气势如虹，颇能代表

他这些年来的努力和成就。

吕少华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在外，不过这不仅没有减弱他的创

作热情，反而却更使他能够静下心来篆刻。他在取法古人和继承浙

派篆刻传统方面，可谓取径甚广。他的多字细朱文印就是取法韩登

安多字印的技法；浙派切刀白文印也是吕少华擅长的风格之一，切刀

取法王福庵，走刀略带转折，却不露锋芒，颇显厚实隽秀；他的细白文

用浙派切玉法，用刀爽挺中略有起伏；近年来又取法吴朴堂、叶潞渊、

唐醉石等师法汉印的技法，仿秦印，仿汉朱，仿古玺，仿封泥，仿宋官

印，在线条起止并笔处留意，使全印气息高古又增添几分新意。

浙派篆刻艺术自丁敬开创，经西泠八家至民初王福庵，续之韩

登安、吴朴堂、江成之等先生，薪传至吕少华一脉，追古溯源，接踵西

泠诸家，为当今浙派后起之秀，正如他的一方印文所言“浙宗薪传有

后人”。（稿件来源：《走遍中国》杂志第96期）

吕少华，号默庵（厂），别署寄静斋，1960年生

于上海，祖籍浙江省东阳市，西泠印社社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海上印社社员。篆刻师承当今

印坛浙派大家江成之先生。

作品先后在《文汇报》《书法报》《西泠艺丛》《书

法杂志》《新民晚报》《青少年书法杂志》《青少年书

法报》上发表。作品参加了国际书法展、国际书法

临展、西泠印社篆刻评展，上海大阪篆刻交流展、

中国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首届全国篆刻艺

术展、首届国际篆刻艺术交流展、日本第七届产经

新闻国际书法展等。

曾获奖项：

全国青少年篆刻大赛 一等奖

西泠印社篆刻评展第一届 优秀奖

西泠印社篆刻评展第二届 优秀奖

西泠印社篆刻评展第三届 优秀奖

上海首届青年艺术节篆刻 优秀奖

书法报书法大赛 三等奖

日本产经新闻国际书法展 国际奖

西泠印社第二届印文化艺术休闲博览艺术创

意大赛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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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此多娇

俯首甘为孺子牛吕少华与恩师江成之先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