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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歷代文人學者多愛博覽羣書，藏書自然成了終身的嗜好。比較講究的人或書法 

收藏家們常常鐫刻金石、製章留印,即''某某藏書某某收藏某某珍藏"也有採用自己 

喜歡的閑章代替，往往蓋印於扉頁，加上篆刻家的精心製作的藏書章便不脛而走，逐漸 

流行起來。相傳在宋朝宣和年間除用於書畫碑帖以外已經通用於圖書專集，算是藏書

章的先聲。宋、元之後，明淸書畫家更是樂於此道。

買書藏書加蓋印章其目的是標明書籍所有，本來是藏書家個人愛好，却給後人留下 

一點追本溯源的線索。人們買回書笈之後，總愛在書的第一頁右下角鈴上一方朱紅的印 

記，替這本新書增添些色澤，以留作紀念之意。藏書章的大小以個人的喜好而定，一般 

在2——4厘米之間爲宜。形狀多爲正方形、長方形、圓形、橢圓形和不定形。現代藏書 

章的內容除篆有章主的姓名癖好之外，根據各人的需要加刻有人物、動物、圖案，給藏 

書章增添了新時代特點和裝飾趣味。

正同我國的藏書章一樣，西方藏書家另有一種標明收藏書笈的喜好，那就是藏書票。 

藏書票源於歐洲，這種藏書票大都有票主的姓名，或冠以HIS BOOK （意爲我的書厂 

國際上通用是EX • LIBRIS。根據世界上第一張藏書票的出現遠在一千四百八十年以 

前，是在一位名叫勃蘭登堡的藏書上發現的。書票的內容是畫一小天使手執盾牌，盾牌 

形狀似牛非牛。十五世紀以來，德、法、英、意、俄、美等國先後興起藏書票，以後遍 

及亞洲各國。唯有日本的藏書票發展甚快。日本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就創立了全國性 

的藏書票協會，並利用“書窗雜誌”逐期發表書票作品，出版《日本書票協會通訊》、《現 

代日本書票集》以促進書票藝術的交流發展。

藏書票上除刻有圖案之外，必須刻有藏書者的姓名，有時刻上藏書者的門第、身份 

和癖好。因藏書票是一種小型的版畫藝術，一般大小限制在3——10厘米之間，在藝術 

形式上採用木板、銅板、石版畫居多，其它如絲網版、紙版、剪紙等形式也常運用。藏 

書票的題材極爲廣泛，人物、風景、花卉魚蟲、飛禽走獸、風雨雷電、山川草木、文房 

四寳，現代生活，歷史傳說等等都可成爲書票的創作題材。在藝術風格上也是豐富多彩 

的，無論工筆、寫意、抽象、寫實、變形、浪漫手法亦可各具巧思，任其發揮。總之藏 

書票這種袖珍版畫是以小巧、精緻見長，盡可以把畫家的創作才華，興趣愛好與藝術修 

養充分地顯露出來。

綜上所述，藏書章乃是我國傳統的篆刻藝術 > 是我國古代文化藝術的一個組成部份。 

它們是以文字爲主，在形式上與內容上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而藏書票則是西方傳來 

的一種小型的袖珍版畫，它具有圖文並茂的特點，同樣可以反映出創作者的民族特色與 

藝術風格來。而這兩者都有相同的作用。它們都是藏書家的專用 

圖記，也是書笈藝術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同時，還是書笈史學家

硏究藏書人和書史的物證。

藏書票作爲一種版畫藝術，它較之藏書章在內容和形式上更 

豐富、美觀，更富有藝術品的欣賞價値，而讓羣衆所喜愛珍藏。 

版畫家們在創作藏書票時，能將以中國的藏書章巧妙地溶和在藏 

書票之中，讓高雅、別具風味的藏書章成爲藏書票中不可缺少的 

部份，這同中國畫上的題欵，用印一樣重要，旣可增強繪畫的意 

味，也可增強形式的美觀，使之成爲具有中國特色的藏書票。我 

認爲這是中國藏書票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然，就目前來講我國的 

藏書票藝術還在發展之中，還得需要從實踐到理論的不斷探索。 

事實上任何藝術形式的發展都離不開民族形式這個源泉，也只有

植根於我國生活的肥沃大地，才能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藏書票

藝術形式來。

的“景外意”、“景外妙”，《宣和畫譜〉記載他在“高堂素壁，放手 

作長松巨木，回溪斷崖，崖岫唸絕，峰巒秀起，雲炯變滅,腌靄 

之間千態萬狀”。和李成相比，有出藍之譽，當時的評論者推許 

他“獨步…時”，無人可及。從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早春圖〉、《古 

木遙山圖》、《幽谷圖》、《山村圖》、《溪山秋霧圖卷》、《關山春雪 

圖〉、《秋山行旅圖》、《窠石平遠圖》……等畫中看到，的確如文 

獻所談：“施爲巧瞻，位置淵深”。鄧椿在《畫繼》中把他的作品列 

爲“銘心絕品”，難怪沈存中這樣說過：“克明已往道寧逝，郭熙 

就得新來名”。王釋登在跋《溪山秋齊圖卷》上題到：“李成郭熙， 

並宋名手，一時畫院諸人爭效其法。”他的作品竟引起了大文 

豪蘇軾的詩興，題詩曰：“玉堂臥對郭熙畫 ' 發興已在靑林間…… 

江村烟外雨脚明，歸雁行邊餘叠M南”。說明他作品是具有豐富' 

熱烈的情感的。

郭熙的主張在他身上是卓見成效的-對稍後的劉松年、李唐、 

馬遠、夏珪等人都有影響，直到明淸的一些山水名家也大有他 

的遺風所在。他是李成、范寬、董源之後繼起的山水大師，起了 

輝映過去與開啓後來的偉大作用。當然，郭熙由於時代的局限- 

在他的畫論中還有…些剝削階級的功利主義成份。但他對待藝術 

創作的主張和態度，仍然有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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