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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冬。
这天清晨，位于北京市和平门

外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来了一位年
轻人，神情严肃。

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
为宝”雅意得名，其前身是1672
年清康熙年间的“松竹斋”，以经
营文房四宝为主。1950年公私合
营，荣宝斋转型国有企业，其经营
业务逐步拓展为文玩收藏、书画经
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裱修
复等，有“民间故宫”美誉。

这位年轻人是位姑娘，戴着眼
镜，利落的短发衬托着清瘦的脸
庞，显得更加俊秀、文气。她来此
的目的并不是买书画，而是参加篆
刻专业考试。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篆刻
算是一门冷门艺术，国内从事篆刻
艺术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

考官出的题除了检验素描、写
生之外，还要求在一方石头上刻出

“傲雪”二字。
一上午过去了，这位姑娘只刻

了一个“傲”字。中午时分还没刻
完，考官让她回家，她却恳请留下
来把作品刻完。考官同意了。于
是，直到下午5点多她才刻完了这
两个字。

考试结果公布了，这位姑娘一
“刻”夺冠，被荣宝斋从30多名考
生中选出。

而这位姑娘，就是日后享誉海
内外的中国女篆刻艺术家，被誉为

“中国神刀女”的骆芃芃。

■ 热爱，刻骨铭心的艺术起航

骆芃芃7岁那年，父亲抱着她
刻了人生的第一方印“芃子”。

“我父亲是个文人。曾在上海
国立艺专学习西洋画，还在中学当
过音乐教师，对绘画、篆刻都有涉
猎。他们那一代文人，琴棋书画是
必备的基本素质。”提起父亲，骆
芃芃的语气中有依恋，也有崇拜。

芃子，是父亲给骆芃芃起的
小名。

在父亲的熏陶和引导下，孩童
时代的骆芃芃对印章表现出浓厚兴
趣，时常还像模像样地拿着刻刀和
石头刻印章。

“我小时候最爱父亲的书房，
他的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书，
特别是用藏蓝色的布包一层层裹着
的线装书，很吸引我。书房里弥漫
着一股幽幽清香，应该就是我们常
说的‘书香’吧。”骆芃芃回忆。

那个年代，骆芃芃不迷恋唱
歌、跳舞，或者好看的服装、首
饰，却喜欢扎在故纸堆里。她从
《故宫周刊》 里学版画、看印谱，
平时就拿着刻刀和石头临摹。

骆芃芃笑着说：“当时谈不上
专业，就是自己闲玩，但在街道社
区已经小有名气，经常有同学、邻
里亲朋找我刻印。”

1980年，骆芃芃决定报考荣
宝斋，并被顺利录取，正式走上篆
刻艺术的道路。

当年的她肯定不会想到，这一
进门就是25年，成长与成就，欢
笑与泪水，都在这里见证。

荣宝斋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元素，桌上摆的是笔墨纸砚和
堆积的印章，古书井然，古画高
悬。尤为重要的是，这里大师云
集，骆芃芃得到了康殷、顿立夫、
徐之谦、熊伯齐等数位老先生的指
点。同时，骆芃芃还得到了中国当
代书法巨匠、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
关心和培养，令她终生难忘。

通过不断提高篆刻技法和加强
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研学，加之自身
天赋，在进入创作组的第3个月，
骆芃芃作为最年轻的篆刻艺术家在
荣宝斋挂上了“笔单”。

“笔单”是行内话，意思是篆
刻作品可以明码标价为顾客治印，
是一种实力和影响力的象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篆刻艺
术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
人民的厚爱，常被作为赠予外宾的
礼物。骆芃芃的篆刻雄浑奔放，风
格自成一体，很多海外客人慕名而

来，专门订购她的印章。每年，骆
芃芃都会接到大批订单。

名气大了，但骆芃芃没有心浮
气躁，而是更加沉淀内心，钻研技
艺，遇到难刻的字反复练习，力求
攻克难关。

“熟能生巧。后来最忙的时
候，我一天能刻十来方印，速度特
别快。我的刀法、技艺突飞猛进，
对文字和设计烂熟于心。”骆芃芃
说。

不知不觉中，她完成了从量的
积累到质的变化。

1984年，骆芃芃在一次和日
本重要的篆刻社团笔会上现场治印
交流。骆芃芃一挥而就，瞬间把一
方“三木翠耿”的印章呈现在日方
面前，立刻赢得满堂喝彩。日本同
行当场赠予她“神刀女”的称号。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92 年，骆芃芃成为大陆

“敦煌古展”艺术团第一位被派往
台湾举办书法篆刻展的成员。展览
历时近半年之久，取得巨大成功。
骆芃芃代表大陆为张学良夫妇、蒋
经国夫妇、陈立夫先生刻制了姓名
章。这件事情轰动了台湾。结束回
来后，骆芃芃获得了“国宝级篆刻
家”的美誉。

此后，骆芃芃的艺术创作一发
而不可收，她的技法更加炉火纯
青，印章风格玉树临风，独树一
帜；书法风格苍劲有力，人称“刀
斧体”。

1994年，骆芃芃调入荣宝斋
出版社书法篆刻编辑部。这时，国内
流行“出国热”，荣宝斋创作部的6
位印人里有4位远赴日本，只剩下
骆芃芃和一位老先生坚守，并一同
调入出版社充实专业编辑力量。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骆芃芃主
持和编辑了百部篆刻书法专业书
籍，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和编辑设
计奖。编辑出版工作虽然烦琐，责
任重大，却让她领略到技艺超群的
大师们风格多样的作品原作，使其
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理论水平进
一步得到提升。

而这一干，又是10年。
回忆从事篆刻工作的种种过

往，骆芃芃颇为感慨：“我们的印
章一刻出来就是春秋战国和秦代时
期的文字，还有诸子百家的名言，
古典诗词，篆刻的过程就像是与先
贤对话。这是个很奇妙的过程！不
受时空限制，所以能让今天的年轻
人乐此不疲。这难道不是一种力量
吗？如果不是力量，那篆刻艺术怎
么能穿越几千年还被这么多人喜
欢？是不是很神奇？”话到动情
处，骆芃芃的目光如孩子般纯真。

骆芃芃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才能有机会接触并从事篆刻书法专
业，才能全身心领略中国传统文化
的美。”

这就是刻骨铭心的热爱吧！

■ 结缘，让世界爱上“中
国印”

2021年 7月1日，中国共产党
迎来百年华诞。在全国政协机关一
楼大厅，全国政协委员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书画作品展
正在展出。

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
骆芃芃有多件篆刻作品入展。用她
自己的话说，入展作品选取了近几
年她比较满意的。

从业以来刻印近两万方，哪些
作品令骆芃芃比较满意？

骆芃芃揭晓“谜底”：其中应该
有“治国理政”“一带一路”“摆脱贫
困”和“之江新语”四件作品。

时间退回到2014年。
2014年10月8日，由中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主办的习近平主席著作《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一卷多语种图书首发
式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首发式上
鲜明的篆刻主题标识大印——“治
国理政”，作者正是骆芃芃。

“接到这么重要的任务，我很兴
奋。最重要的步骤是设计，单单设计
印稿我自己就推翻了好几次。我希

望刻出来的作品能给人一种浩然正
气，朗朗乾坤之感。”此后，第二卷
多语种图书首发式、第三卷英文版
推介会上，都一直沿用骆芃芃篆刻
的主题标识大印。

2018年 11月，在阿根廷布宜
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习近平主席著作
《摆脱贫困》《之江新语》西文版首发
式，以及2019年 4月，在北京举行
的《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法文
版首发式上，由骆芃芃篆刻的主题
标识大印再次展示在世人眼前。

在全国政协委员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书画作品展中，骆
芃芃将这四件作品都放大了20公
分，并配上了印章原拓。在四件作品
下方还展出了骆芃芃为助力抗疫所
刻的“不忘初心”“白衣天使”等印
章。

在骆芃芃看来，篆刻已经成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一种艺
术表征。她一直尝试着通过创新构
思将古典篆刻艺术和现代设计艺术
完美融合，加速“中国印”走向全世
界的步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肆虐。骆芃芃为支援一线所有抗疫
人士加油助力，精心篆刻了“天佑
中华”“同舟共济”“平安是福”“白
衣天使”等十几枚印章，创作了《众
志成城》等多幅书法作品并将这些
作品悉数拍卖，集资给湖北抗疫专
款专用。

彼时，骆芃芃结下的一段海外
“篆刻情缘”，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2020年3月，骆芃芃受命为我
国政府援法医疗物资外包装设计了
一枚红色印章——寓意美好的凤凰
和象征和平的鸽子飞翔在空，护佑
着中法两国国旗，北京天坛和巴黎
铁塔相互辉映。印章中央刻着两句
话，一句是我国三国时期汉学家谯
周的名言“千里同好，坚于金石”，另
一句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言

“Unis nous vaincrons”，意为
“团结定能胜利”。

当我国政府援助法国医疗物资
陆续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外包装
上整整齐齐的印章图案十分醒目，
立刻引起关注。两国媒体以多种方
式转发报道，法国作曲家斯蒂芬·德
尔普雷斯还专门创作了《〈中国国
歌〉赋格曲》，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感

谢和情谊。
骆芃芃想让世界爱上“中国

印”，在长期赴国外讲学和艺术交流
中，她始终不忘宣传中国篆刻：
2006年赴意大利都灵举办“中国印
文化艺术主题展”、2008年策划设
计“金石永寿——中国第一届寿山
石篆刻艺术展”在日本大阪美术馆
展出、2012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
学院举办骆芃芃个人艺术展“‘中国
印’的世界”……事实证明，艺术没
有国界，艺术感染力在国际上是相
通的。

■ 创新，融入时代的精
神和色彩

篆刻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殷
商时代，兴盛于春秋战国时代。远古
时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幼发
拉底河流域等最早出现人类文明的
地方也都发现了从形制到用途与印
章非常相似的器物，上面刻有文字、
图形、记号。

骆芃芃说：“其他文明古国发现
的这些器物目前只能作为一种历史
记载不再使用。现在跟‘中国印’相
似的还有欧洲人使用的族徽。但是，
只有‘中国印’流传至今，并且使用
在现实生活中。”

2008 年 ，是 骆 芃 芃 难 忘 的
一年。

这一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让全
世界都知道了“中国印”。

同年9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篆刻艺术院联合西泠印社，将“中
国篆刻”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向联合国申报。

作为申报项目负责人的骆芃
芃，从组织申遗班底、撰写申报文本
和视频脚本、通联全国各篆刻团体
等，大小事物都由她整体策划落实。
项目申报工作只有10多天准备时
间，过程异常艰辛。比如，英文上的
限制——“申遗”目的这一项在表述
中必须控制在200个单词以内，多
一个都不行。中国话表达篆刻可以
说“方寸之间大千世界”，然而用英
文却要说很多。

骆芃芃记得，在申报工作完成
那天，四天四夜没有休息的她终于
回家了。然而，她开着车竟然找不到

回家的路，来来回回绕了好多圈，最后
只好把车停到了路边，一直睡到第二
天早上6点才醒……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年后，喜
报传来。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将“中国篆刻”列入了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让中国
篆刻的国际知名度大大提升，在世界
人民心中打开了一个新视野，对篆刻
艺术发展影响巨大。

一边守护着老祖宗留下的传统，
另一边，骆芃芃又开始思考古老的篆
刻艺术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转型。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有很强的相
融性，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篆刻艺术
从古至今，实用性和艺术性始终共生
共存。随着时代变迁，实用性逐步减
退，如何让篆刻艺术有更广阔的生存
空间？

近些年，骆芃芃尝试把篆刻艺术
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策划书斋式展览、
庭院式展览、博物馆式展览，将篆刻印
在茶壶、瓷器、邮票、建筑上，用新颖的
形式展现中国篆刻艺术的魅力，推动

“中国印”从艺术欣赏领域走进现代人
的生活。

骆芃芃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要有坚守的精神，植根于传统又不囿
于传统，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新
时代的精神和色彩，“入古出新”“推陈
出新”，这才是我们最强劲的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觉。

■ 执着，会努力一直做下去

在全国政协年度好提案证书上，
有一枚篆刻印章标识。这枚印章出自
骆芃芃之手，印材选用朱砂冻叶蜡
石，钮制为吉祥古兽钮。

2018年，骆芃芃成为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她将履职与自身业务相
结合，多次撰写提案呼吁将篆刻专业
设为独立学科。

骆芃芃表示，篆刻蕴含着中国上
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文学、历
史、哲学以及文字学、文献学、训诂学、
鉴藏学、书法学、材料学和篆刻技法等
多种学问，但大多设有书法篆刻专业
的高校，书法和篆刻互相捆绑，限制了
各自的发展。一些书法篆刻专业中
80%的课程是书法，一年下来只有两
个月时间讲篆刻，这样的现状根本满
足不了当今大力弘扬传承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人
才需要。

于是，她在提案中呼吁，在有条件
的并且尚没有书法篆刻学科的院校，
可先开设篆刻艺术专业课程，之后再
逐渐建立学科。对已经具有书法专业
或者书法篆刻专业的院校，将“篆刻艺
术”专业从书法专业中分离出来，单独
设立篆刻学科，各自完善发展并可支
撑书法学科的升级。此外，还应组织专
家编写高等院校篆刻艺术教材，从国
家层面重视和关爱篆刻艺术独立学科
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就业问题。

她还呼吁创立“中国篆刻节”，让
篆刻艺术伴随着中国年俗的节日日益
深入人心。

“这些年我呼吁了很多次，教育
部有关负责同志已与我详细沟通，相
信不久的将来会有实质性进展。”骆
芃芃说。

骆芃芃的执着，还让她办成一件
关乎篆刻艺术传承发展的大事——

2005年，骆芃芃调入中国艺术研
究院。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指导下，先
是成立中国篆刻艺术研究中心，随后
在2006年 6月又成立了我国唯一的
以研究和创作篆刻艺术为核心的国家
院体机构——中国篆刻艺术院，骆芃
芃出任常务副院长。2007年，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的关怀和支持下，骆芃芃
经过繁杂的资料储备，申报了全国第
一个篆刻艺术硕士点，2015年又设置
中国首个篆刻艺术博士点，骆芃芃成
为中国第一位篆刻艺术硕士研究生导
师及博士研究生导师……

骆芃芃的事业甚至是生活，都与
篆刻紧紧“绑定”在一起。其实，没有
人要求骆芃芃一定要做这些事。她
说：“命运让我从事这个事业，那我就
努力一直做下去，并且做好！给自己
一个交代。”

骆 芃 芃 ：印 记 人 生
本报记者 刘彤

骆芃芃：

第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艺
术研究院篆刻院院
长，国家一级美术
师、博士生导师。
中共十八大代表，
国家艺术基金专家
委员会委员，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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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国
理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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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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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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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之
江
新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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