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４

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的意象美感分析 ①

罗　茜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印章是一门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因其具有实用性与特殊美感两重性质而受到人们的推崇喜爱，
世代相传。公元１９７２年至公元１９７４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三座汉墓，分别从马王堆２
号墓中出土“长沙丞相”、“

"

侯之印”，“利仓”和１号墓中出土“妾辛追”４方印章，这四方印章对研究西汉印风格具有很
高的价值，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印章的线条，构图，装饰性，空间这四方面的浅析，来展现马王堆汉墓印章有意味的意象

美感。

关键词：马王堆汉墓；印章；线条；构图；装饰性；空间

中图分类号：Ｊ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５７－０３

　　印章艺术历史悠久，遗留下来的各个朝代印章数量
也非常之多，印章也凝聚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字精华，随着

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种新文化层出不穷，传统文明从某

种方面说受到冷遇，我们对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

印章进行研究，汉代印章的艺术美。

１　印章的起源
印章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古老艺术，在１９７３年长

沙马王堆汉墓发掘中，曾出土两箱整齐地堆放着的一排

排竹笥，每个竹笥都用绳索包扎好，在捆扎结节的地方都

有青泥团包裹着，上面有清晰可见的印文———?候家丞，

这就是古代使用印章的痕迹，我们称为封泥（见图１）。
在春秋战国时代，印章就非常多了，生活中各个方面

都被广泛的应用到，文献也曾记载《左传·鲁公二十九

年》②书中的“玺书”就是盖了印章的公文。卫宏《汉书

仪》③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臣民

都只能称为印。历史上最初在陶制器皿上印花纹图案就

展现了其实用性的价值，所以印章从开始到现在它都是艺

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特殊的工艺美术品。从出土考证，

我们最早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玺，从而推测得出在商

代印章便已经出现。在先秦时代，礼义的观念处于主导地

位，印章作为个人信物以及个人儒雅风采的标志盛行，随

图１　马王堆汉墓封泥①

着发展印章慢慢的作为商品流通的凭信，慢慢转变为权

利，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其实用性仍旧存在［１］。印章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历史悠久，到春秋战国时代

手工业逐渐发展，印章的用途和需求量也增加，便已经发

展成熟，到了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一部分艺术形

式也慢慢的被商品化，印章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与诗书

画结合的背景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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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封泥，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
②　《左传·鲁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治问玺书，追尔与之”这里的玺书就是盖了印章的公文，印章在战国时代或更早之

前称为玺，到了秦统一后，只有天子之印才能称为玺

③　《汉书仪》：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臣民都只能称
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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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汉代印章简介
我们习惯把秦汉印连在一起，秦印的突出特点是有

印边和界格
①

①，汉代初期的印章基本上是因袭秦制而来，

因此两者的风格很相近，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汉印

便发展出了与秦印截然不同的特色［２］。汉代的印章材质

多以金、银、铜为主，印纽则以龟、鼻、驼、蛇为主，在印章

的形式大小印文字数称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汉代印章

的制作在整个印章的发展史上，可以说已达到了一个空

前的鼎盛时期。

３　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
公元１９７２年至公元１９７４年，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

的马王堆乡先后挖掘出土三座汉墓。我们把它称为马王

堆汉墓，在马王堆 ２号墓中出土“长沙丞相”、“
"

侯之

印”、“利仓”和１号墓中出土“妾辛追”４方印章，而在汉
代，当时有把印章当做装饰品与吉祥物佩戴在身，死后随

葬的风俗习惯，这三枚古老的西汉印章不仅给我们揭开

了墓主人的身份而且还让我们领略到了汉代印章艺术的

风采。

３．１　利苍玉印
图２为利苍玉印，二号墓墓主利苍，第一代

"

侯。经

专家考证利苍生于战国末年，逝于汉高后二年（前１８６）。
早年参加秦末农民起义，汉初时期任长沙国丞相，惠帝在

位时被封为
"

侯。这是一枚姓名印，制印所用材料为玉

石，以取“君子佩玉”、“君子美如玉”的意思。汉代官位也

用纽制区分职位，利苍玉印纽式为覆斗纽。这枚利苍玉

印有明显的秦代风貌，虽然没有田字界格但四周加有边

栏，是秦印的特点，汉初印常加框格，但又摆脱了秦印圆

润之风，可推测这枚印章制于墓主生前，在惠帝二年（公

元前１９３年），利苍获封
"

侯，他的政治活跃期处于由秦

而汉的时期。利苍本是楚人，而其私印却表现出明确的

秦式特点，结合利苍个人的政治经历来说，印章偏秦代之

风也不足为奇。

图２　利苍玉印

３．２　长沙丞相 ，?候之印

图３和图４是长沙丞相，?候之印。印章也有着严格

的等级序列规定，汉代应劭《汉官仪》
②

②曾有记载。

长沙丞相与?候之印的纽式为龟纽，但是为了区别

于前朝，汉代在印章制作等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以及

完善，如取消界格，如长沙丞相是一枚鎏金铜印，表明诸

侯王国丞相所佩的官印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前也是黄金

印。和《史记·五宗世家》
③

③记载的情况是吻合的，两印都

为铜胎鎏金，色成青灰色，质地坚硬。

图３　长沙丞相

图４　?候之印

３．３　妾辛追木印
图５为一号墓出土的“妾辛追”木印，木印材质柔软，

加上两千多年的风化，现已十分脆弱。

图５　妾辛追木印
４　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意象美感分析

本文笔者通过线条，构图，空间，装饰四方面来解读

马王堆汉墓印章，体会其带给我们的艺术美感。

４．１　优雅厚重———线条美
宇宙万物都存在着“线条”的概念，《辞海》

④

④第１３０４
页。线条亦是种“有意味的形式”。线条的基本形式是直

线和曲线，我们中国艺术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就是因为它拥有的独特性———线条，线条是中国传统

艺术的生命，无论是书法、篆刻、绘画都对线条质量要求

是非常之高的［３］。在印章艺术中线条是篆刻的一种表现

手法，印章通过篆刻家高度的创造性思维与通过铸、凿、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①　界格就是印章的边框线，秦印在印式上的突出特征是
印面除边框线外，又加“田”字形界格，低级官吏的印章，只有正

方形的 一半，加“日”字形的界格，称为“半通印”

②　汉代应劭《汉官仪》记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纽；列
侯，金印，龟纽；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金印，龟纽；二千

石，银印，龟纽；千石以下，铜印，鼻纽；诸侯二品以上，金印，紫绶，

龟纽，豹纽或貔纽；三品，银章，青绶，龟纽或熊纽，罴纽，羔纽，鹿

纽；四品，银印，青绶，皀纽，兔纽；其他铜印，环纽。国有定制，不

能私易之也。

③　《史记·五宗世家》记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
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自吴楚反后，五宗王

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

④　《辞海》第１３０４页。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线条
美”解释：通过线条表现出来的形式美。是造型艺术中具有直观

特征的表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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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锲的精炼技巧创造出富有生命力或古拙或空灵或含

蓄或缜密的线条，这也是印章线条区别于挥洒舒卷，自由

流畅的书法线条的原因，这也是印章艺术经久不衰的特

色，它远比书法偏工艺色彩，它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在小

小的方寸之间却气象万千。

图２是偏秦代遗风的利苍玉印，这枚印章体现了汉
玉印的制作已较为成熟，玉印的艺术表现往往不是铜印

所能企及的。利苍两字字体颀长，四周加边框，带着秦篆

之风，线条以直线形态为主，亭匀整齐，细硬光洁，字体结

构的转折处方圆并用，每字的起笔收尾都有很明显加重

的痕迹，带给我们刚毅挺拔之感。在图３图４的长沙丞
相，?候之印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与利苍玉印的风格差

异，笔者认为前一方印与后两方印的制作应该有一个时

间差，后两印更能代表汉代之风。图三图四可明显的看

出已不再使用边框，界格，线条是粗犷有力，粗白文布满

整个印面，线条饱满，转折圆润，这是慢慢转向缪篆体的

表现。起笔时而细时而粗，体现了质朴雄壮，浑厚苍劲之

感。相对于直线的平稳安定，曲线则富有流动婉转之感，

无论是利苍玉印还是长沙丞相与?候之印，线条的弯曲

程度粗细程度的不同都带给了我们不同的审美感受，细

劲的线条富有流动的弹性，表面工整光滑，有动感，具有

轻松愉悦，优雅纤力之美。粗润的线条聚有深厚丰满，庄

重华贵之美。我们能看到印面上即使是一根直线，也不

是固执僵硬的，而是略取弯曲，这是直中有曲，曲中有直，

工整中有变化，变化中求统一的有机结合，也是力与美的

和谐统一，用美学大师李泽厚的话说便是有意味的

形式［４］。

４．２　庄重典雅———构图美
构图这一说法来源于西方（在中国我们叫做章法或

布局或经营位置），在印章艺术中又称为分朱布白。构图

的处理是篆刻创作章法的关键，清代邓石如提出了“计白

当黑”“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要求，笔者在本文说的

构图美主要是指印文的结体以及印章的章法。西汉官印

初沿秦制都是方形四字，篆书入印，图２利苍玉印字体为
长方形，笔画横平竖直，左右分布均匀整齐，线条粗细基

本一致，显示平正端庄之感，印章作者有意将“利”字的体

量扩大，将“苍”字的体量缩小，以求达到左右均衡的视觉

效果，带给我们有序明朗的对称感。这枚印章的边栏也

是构图美感之一，边栏增强了印章结构的稳定以及灵动

的变化，展现了平正端庄的艺术风貌。

图三图四长沙丞相，?候之印，这两枚都是汉满白文

印，具有汉大白文印的典型特征，印文结构规整，笔画粗

润并且有直有曲有斜，线条匀称，布局四面鼎足排满，构

成丰满厚重的艺术风貌。这两方印都虚出了边框和界

格，避免了饱满，规整而产生的呆板，壅塞。?候之印左

虚右实，疏密得当，紧密中又具有流动性，雄浑中透着柔

美。这两方印字形方正，转折方中有圆，排列规整，形成

平正匀称的布局，让人感觉平时自然，质朴大气。

４．３　朱白分明———装饰美
汉代印章色彩单纯，对比强烈，具有朱文，白文，朱白

相间等形式，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效果。汉代印章的分布

排列组合字与字之间，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的处理都必须

深思熟虑，分朱布白，使得印章在风格意味上与线条构图

相相结合，成为一体，浑然天成。篆刻的虚实疏密繁简都

是在分布朱白上运作延伸的，留白是篆刻中产生意象的

重要手段，计白当黑是重要的构图原则。这三方印章外

形都是方形，在字形上除了“利苍玉印”是方形轮廓配长

方形字体，其余两方都是方形轮廓配方形字体，章法上突

出了与外形的合拍，装饰意味更强，通过以朱托白，使印

文线条突出，又协调印面节奏和色调变化，印面朱白分布

自如，展现了温润婉转的静态美感，两方官、爵印则展现

出了大汉王朝的坚定沉着的雄强精神。

４．４　宏微兼并———空间美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儒、道、佛思想相杂糅的特殊文

化背景，这种意识形态深深的影响着篆刻家与篆刻艺术

创作［５］。从微观说，三个印章都是抽象空间的塑造，无论

是文字，还是边框或者残缺，凹与凸，静止的印面效果都

给我们展示了强有力，隐而显的空间效果。每一个篆刻

字体笔画之间的联系，起笔落笔之间的呼应，整体“势”与

“力”的效果，凹凸的细小空间，经年累月的自然剥落而形

成的残缺，这都是“时间”构成留下的印迹。以宏观来说，

中国道家基本学说把事物分为“阴”“阳”两面，在这写印

章中则表现为直线代表“阳”，曲线代表“阴”，分别是阳刚

之美与阴柔之美，一线之中阴阳向背，一点之内虚实正

侧，阴阳结合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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