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
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
省孝丰县（今湖州市安吉县）鄣吴村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
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
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吴昌硕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熔金石书
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
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作品
集有《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苦铁碎金》《缶庐近墨》《吴苍石印
谱》《缶庐印存》等，诗作集有《缶庐集》。

诗

吴昌硕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所作诗篇以傲兀奇崛、古
朴隽永见长，用典较多，不甚通俗，常见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
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所作题画诗托意
深远，颇有浪漫主义气息；评论前人书画，尤多独到见地。散文作品写得
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证和题画小品之类，朴质淳厚、平易近人。题画小
品中尤多精心之作。发抒生活实感，鞭挞丑恶现象，颇能以少胜多；读时
依稀与作者一灯相对，娓娓而谈，意味非常深长。

书

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吴昌硕的楷书，开始学习
唐代颜鲁公，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吴昌硕的行书，学习
黄庭坚、王铎风格。在吴昌硕的书法创作中，无疑以篆书、行草为主，但
吴昌硕学习隶书的时间并不短，在青年时期便曾临习汉碑，如《张迁碑》

《嵩山石刻》《张公方碑》等，同时又受到邓石如、吴让之、杨见山等人的影
响，笔法近似杨见山。他在三十五岁时书的一幅隶书还是《张迁》的风
格，结体方正，用笔尚拘谨、小心。吴昌硕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
纵势，如这幅“奉爵称寿，雅歌吹笙”，用笔雄浑、饱满，从一些线条看，具
有篆书的痕迹，可以说这时吴昌硕早已将篆、隶溶为一体了，形成了自己
的独特面目。

吴昌硕的楷书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
等汉碑。中年以后，博览众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
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并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满足，参以秦权
铭款、琅玡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体势笔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练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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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画

吴昌硕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擅长写意花卉，把书法、篆刻的行
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吴昌硕用
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力透纸背、纵横恣
肆、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
的格局，或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
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强烈鲜艳。吴昌硕作画用“草篆书”
以书法入画，线条功力异常深厚。虽然从状物绘形的角度看其线条的质
感似乎不够丰富、切实，但恰恰是舍弃了形的羁绊，吴昌硕的绘画才步入
了“意”的厅堂，从而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
的“大写意”表现形式。

印

吴昌硕篆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
等人影响，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刀
融于笔，篆刻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上取鼎彝，下挹
秦汉，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让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

吴昌硕在继承前人冲刀法和切刀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诸家之
长，在大量的篆刻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将冲刀和切刀两种刀法融合在
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冲切结合的刀法。这种刀法灵活多变，或冲中带切，
或切中带冲，甚至切中带削……这种多变的刀法，把冲刀的猛利、挺劲、
爽快与切刀的含蓄、浑朴融为一体，将书意和刀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
的篆刻刀法雄浑朴茂中寓秀逸的个性化特点凸现了出来。

1913年，在西泠印社创立10周年之际，缶翁被公推为西泠印社首任
社长。

西泠印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
吴隐、厉良玉、叶铭等发起创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
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
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区孤山
南麓，南至白堤，西近西泠桥，北邻里西湖。

1913年，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盛名之下，精英云集，李叔同、黄宾
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盛宣
怀、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此后二十余年，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
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1949年，西泠印社收归国
有。1979年后，社团活动步入正轨，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组织建设、人才
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文化影响扩大，规模空前繁荣。

西泠印社历任社长为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
饶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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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说
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盖有由来

矣。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
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
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入其
中如探龙藏，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之
概。尝观古人之印，用以招信，故曰“印
信”。上而诏令文移，下至契约笺牍，罔
不重之。书画至风雅，亦必以印为
重。书画之精妙者，得佳印益生色，无

印，辄疑为伪。印之与书画，固相辅而
行者也。书画既有社，印社之设，又曷
可少哉？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
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同人谬
重予，社既成，推予为之长，予备员曷敢
长诸君子？惟与诸君子商略山水间，
得以进德修业，不仅以印人终焉，是则
予之私幸耳。

——摘自吴昌硕《西泠印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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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中 华 文 明 弘 扬 时 代 精 神
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今比重

明轻，用指腕不如锋芒，用锋芒不如冲和之
气，自然手腕轻虚，则锋含沉静。夫心合于
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

——［唐］李世民《指法论》

神则以和为贵，“神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他所谓的和，是指一
种平和典正的审美理想。《指法论》中反复提出了“冲和”的要求：“神气
冲和为妙”，“用锋错不如冲和之气”，《笔法诀》中也说：“正者，冲和之
谓也。”可知“冲和”即指和平典正的气象。因而心与神，构成了太宗书
论的两大支柱，由心而强调骨力，要求书法具有劲健有力的内在美；由
神而提倡气韵，主张书法能有中正和平的外在气象，即所谓“态度”。

吴昌硕：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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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吴昌硕旧照 ②西泠印社 ④吴昌硕（右一）、王一亭等在孤山西泠印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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