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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人一家”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4年级5班）李若然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篆刻，
有一间篆刻工作室。9 月 22
日，实验小学的小记者们来到
这里开展主题为“传承千年篆
刻，增强文化自信”学篆刻的
体验活动。

活动开始了，班主任杨
老师介绍了这次活动的意
义，并着重说明，篆刻是华夏
文明的承载基础，是华夏儿
女的精神标识，学习和了解
篆刻，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
国的文字和历史，进一步增
强文化自信。

然后是爷爷讲话，他说

篆刻是一项博大精深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爷爷的书法篆刻
作品被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
会堂等多个场馆收藏了呢。

刻印章环节开始了，轮到
我们大展身手了。有的刻笔画，
有的刻图形，还有的刻了一个
汉字，我刻了一个“李”字。这是
我最喜欢的环节，因为我从 3
岁就开始接触篆刻了。我们一
家三代人都会篆刻，是名副其
实的“印人一家”。

我希望在这次活动中，同
学们都能有所收获，也希望有
更多的小伙伴喜欢篆刻。

实验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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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印章
古香古色的工作室里，宽大的

桌子上摆放着各色印石，有红色的，
还有青色的……我原以为篆刻是一
项只有老人才会干的事，后来才发
现，篆刻可真有意思。

在李泽成爷爷的带领下，我们
开始学篆刻。本以为篆刻很简单，可
没想到小小的印石到了我的手里，我
却连一根最基本的直线都刻不好。

我下决心要学好这门技艺。我
模仿李爷爷的手法和姿势，渐渐地发
现了其中的乐趣。通过一遍遍尝试，
我终于刻出了我名字中的一个字，真
不容易，但很有成就感。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 4
年级10班）杜贺熙

篆刻之美
李叔叔先给我们讲了篆刻的

历史和篆刻的种类，然后就开始教
我们学篆刻。

别看印石并不大，但要在上面
刻出方方正正的字还是很难的，因
为它不像写字那样简单，刻刀的角
度和力度都是有讲究的。

我刻了一个“学”字，别看它似
乎很好写，但要刻成一个反着的篆
刻字，就要难上好多倍。刚开始，我
无从下手，但通过李叔叙的指导，我
终于刻出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 4
年级5班）朱祖瑶

学篆刻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4年级5班）刘芝廷

9月22日下午，我们小记
者来到“篆刻小达人”李若然
同学家的篆刻工作室。

一进门，我们就感受到了
浓浓的文化气息。在这间古朴
的工作室里，我被一件件篆刻
作品吸引住了。

等到所有小记者都到齐
以后，李若然一家先简单地做
了自我介绍，然后就开始教我
们篆刻的技巧。所有小记者一
边专心听讲，一边认真地做好
笔记。

李叔叔讲完以后，发给我
们每人一小块青田玉印石。我
兴奋不已，好想一试身手。我
先把印石固定在印床上，然后
在篆刻大师若然爸爸的指导

下，认真地刻了起来。
我第一次刻的时候，刻刀

像个淘气的孩子，不听手的指
挥，结果刻错了。于是我又拿
了一块新的印石，重新刻了起
来。这次我刻得挺好。刻完以
后，我又让李爷爷给我看了一
下，爷爷夸奖我刻得很好。

我觉得自己刻得并不完
美，欠缺经验。我决心下次要
刻得更好，把握好刻刀的力
度，把每个线条都刻匀称。

活动就要结束了，我抚摸
着手里的这方印石，心里为我
国的千年篆刻文化自豪不已，
今后我要用行动把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指导老师：杨风菊）

方寸之间的传统文化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4年级9班）李佳蔚

我们小记者要去体验篆
刻了，那到底什么是篆刻呢？
带着疑问，我们走进了和石文
化书法篆刻活动中心。

几张大桌子上整齐地摆
放着许多我从没有见过的物
品，四周的架子上有序地摆放
着各种各样的石头，它们材质
不一，颜色也不一样，我越来
越好奇了，这里怎么这么多石
头呢？石头和篆刻又有什么关
系呢？

活动开始了，李泽成爷爷
首先为我们介绍，篆刻是一种
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篆”即
篆书，是中国最早的书体；

“刻”表明所用工具为刀类，而
篆刻的物品则是各种各样的
石头……

对篆刻进行了简单了解
之后，我们开始进行体验环
节。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把印
石固定在印床上，小心翼翼地
拿起刻刀开始刻字。

一开始，我刻得歪歪扭
扭，非常难看。我请老师帮忙
把这一层打磨下去再重新
刻。在李爷爷的指导下，我先
进行了铅笔描画。然后，李爷
爷又教给我怎样拿刻刀，要
尽量平着拿，既方便操作又
避免伤到自己。我认真地刻
起来……

终于，带有我姓氏的印章
完工了，蘸上印泥，一个略显
稚嫩又歪歪扭扭的“李”字出
现在纸上。我开心极了，这真
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方寸间的乐趣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4年级5班）冯坤

篆刻对大家来说一定很
神奇吧！9月 22日，我们小记
者来到了和石文化书法篆
刻活动中心，体验篆刻的奥
秘。

那里充满了书香气息，刻
刀、印章、字帖都激发着我们
的好奇心。“幼而学者，如日出
之光”，我们安静地坐在座位
上倾听李泽成爷爷为我们讲
解中国的篆刻文化。

随后，李宝棠叔叔又给
我们讲解了中国的图腾一
个是龙，一个是篆刻，篆刻
浸润着深厚的中国文化。

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解，我
们也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
我刻的是一只活泼可爱的小
兔子，我挑了一块自己最喜欢
的印石，把印石放到模板上磨

平后再放进印床里。
李叔叔帮我在印石上画

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后，我拿
起刻刀认真地刻了起来。篆刻
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做起来却
很难，每一刀都要用心去刻。

我刻了一半就刻不下去
了，只好去请教李泽成爷爷。
李爷爷耐心地给我讲解了刀
的用法。不一会儿，一只活灵
活现的小兔子就呈现在我的
眼前，我兴奋地展示给大家
看。

这时，其他同学也完成了
自己的作品。大家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相互观摩学习着。

刻刀转动时，方寸皆乐
趣。这次活动大家都收获满
满，我们了解了篆刻文化，也
爱上了篆刻。

金石篆趣
本报小记者（实验小学4年级9班） 韩羽墨

篆刻艺术是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瑰宝。9月 22日，我
们小记者来到和石文化书法
篆刻活动中心，走进了篆刻
的世界。

进入店门，我就被柜子
里陈列的一件件精美印石所
吸引，有的雕刻成可爱的小
猫，有的雕刻成威武的狮子，
也有一些像长方体、正方体
这种普通形状的。屋里还架
着一架古筝，整个屋子都弥
漫着古典的气息。

李泽成爷爷带着我们了
解了中国篆刻的历史和特
点。古代的文人都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印章，用玉石、木
头等雕刻成不同的形状，并
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盖
在自己的作品上，这样的作
品才是完整的。

到了我们自己做印章的

环节了，老师发给我们每人
一块印石。马上就能像古人
那样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
无二的印章了，我激动不已。

印石摸上去凉凉的、滑
滑的，摸着很舒服。我把印石
放在印床上，然后拿起一把
小刻刀迫不及待地刻了起
来。我费了很大劲才刻完。可
是，我发现我刻得横不平、竖
不直，非常丑。

我去请教李爷爷，在李
爷爷的细心指导下，我刻得
有些模样了。我手拿印石，蘸
上印泥，在本子上印出了一
个非常漂亮的图案，我喜欢
得不得了。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
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这也让我感
到无比自豪。

（指导老师：马立霞）
——实验小学校长

杨丽萍

我们秉承“改革创新，打
造人文实验；开放办学，铸就
品牌实验”的办学目标，构建

“博雅”主题文化，打造“清、
正、雅、和”的教师团队，培养

“阳光自信、举止文雅、博学
多才”的实验学子，让实验小
学这所百年名校焕发新的生
机与活力。

校长寄语

留住这一刻留住这一刻

刻得多认真刻得多认真

学篆刻学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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