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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100年波瀾壯闊的發展
史上，多個重大戰略決策，重要遺

蹟、舊址，以及無數個英雄人物、革命烈
士、先進典型成為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集
體記憶。」河南篆刻家張強說。為了深刻銘
記這些瞬間、表達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敬
意，張強選取了21個瞬間，把它們刻在了
印章上。

邊刻印邊研究黨史
「之所以刻21枚，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成
立於1921年。」張強說。在金石上立傳，
需要耐心、毅力和平和的心態。長時間的篆
刻工作，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在工作室
裏打磨作品，使張強與人交談時語氣溫和，
講述起每一個印章的故事，他娓娓道來。
「從南湖紅船到八一槍聲，從井岡山號角
到長征壯歌，從抗日烽火到建國大業，從改
革春風到繪就小康藍圖，從引航中國夢到進
入新時代，從脫貧攻堅戰到舉國抗疫，從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十四五』規劃，這一百
年真是篳路藍縷、開天闢地、前無古人。」
張強動情地說。張強把黨史系列印章在桌面
上擺開，按照黨史的時間順序，第一枚體現
的是中共一大籌備會的召開地點——上海石
庫門，第二枚是一大召開地紅船，隨後有南
昌起義、井岡山會師、古田會議、長
征……。
張強坐在工作室的窗前，拿起刻刀，在一

塊石頭上開始雕琢，先是用直線劃定印章的
外圍輪廓，又在輪廓內比畫着要刻的內容，
每一刀下去，線條都十分硬朗。「最近十餘
年，無數個日夜，我都是這麼工作的。」張
強說。
相對於文字印章，將黨史故事以圖案的形
式濃縮在印章上難度比較大，「篆刻文字，
只要有基本功就可以，篆刻圖畫就比較難，
要考慮結構上的避讓穿插。」從開始準備到
系列印章全部完成，張強前後耗時將近一
年。2020年4月，張強決心完成「中國共產
黨百年華誕紅色系列印章」的篆刻這項工作
後，先是查閱了大量黨史資料，確定篆刻的
主題，隨後開始着手。這期間，他每到晚上
便閉門不出，晚飯結束後來到刻印間，常常
工作到深夜。
刻的過程中修改、重刻是常事，有時候也
會遇到鑿印面的時候石面崩裂的情況，這時
候，能補就補，不能補就毀掉重刻。「在篆
刻的過程中，對黨的歷程有新的認知，想想
這百年風雨路，自己在篆刻時遇到
的困難就不值一提。」張強說。

刻逾千枚印章
張強的篆刻之路始於初中時，當
時初中旁邊的小學校長酷愛書畫和
刻印，有時間也會帶着少年張強一
起練習，這給了張強書畫篆刻的啟
蒙。後來，到鄭州求學和工作，張
強花在篆刻上的時間明顯減少，只

在業餘時
間刻幾枚閒
章練練手。
2005年，張強被
查出患有強直性脊
柱炎，這是他人生的一
個轉折。
得病之後，張強休假在家，每當病情

發作，疼痛難以入眠，他就不得不起來活
動。這時候，為了在深夜讓心靈有所寄託，
張強選擇了自己的業餘愛好——篆刻。一邊
對抗病魔一邊用刻刀在石頭上劃下深深的印
跡，刻骨銘心的疼痛讓深入金石的匠藝顯得
更加厚重。時間久了，刻章成為張強的主
業。
「行動不方便，對外交際自然也變少了，

我有更多的時間安靜在家。」張強說。刻刀
劃過石頭，彷彿自己的人生印跡，無數個白
天黑夜，張強已經將篆刻當作自己的生命。
青田石、壽山石、巴林石、浙江紅……，各
種類型的石頭都是張強的創作材料；名字
章、動植物、風景……，都曾是張強的創作
主題。據張強介紹，這十幾年來，他刻過的
各類印章足足有千枚以上。

最後一枚記錄革命城市鄭州
21枚黨史系列印章的最後一枚，張強

記錄了他所在的河南省省會城市鄭州，
「中原福塔」、「大玉米」、「高鐵」
這些代表河南改革開放後的新形象被他
篆刻下來。
「記錄這個城市的騰飛，是在謳歌這

個偉大的時代。」張強說。他認為，這
一系列印章的落腳點，是我們今天的幸
福生活，「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正是
為了我們的今天，而我們活在今天又不
能忘記他們，這是與革命前輩穿越歷史的
深情對視。」
張強在患病之前是一名監獄警察，對鄭

州這座城市感情很深，他不僅見證了鄭州近
些年的巨變，還為鄭州是一座革命城市而自
豪。「二七紀念塔，鄭州地標，為紀念『二
七大罷工』而建造，這也是黨史的一部
分。」

篆刻家篆刻家張強張強 2121枚印章錄黨史枚印章錄黨史

歷經一年的時間，河南篆刻家張強將對黨的熱愛融入

了方寸印面，用飽滿的創作熱情和精湛的篆刻技

藝，把「黨徽」、「石庫門」、「紅船」、

「古田會議」、「長征」、「遵義」、「延

安」等百年黨史中的經典瞬間刻在青田石

上。一方方精美的印章承載着厚重的歷

史，二十多方印章再現了諸多革命先

輩、志士先賢的光輝形象和奕奕神采，

令人耳目一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劉蕊 鄭州報道

刻痕之間頌百年功業刻痕之間頌百年功業
張強張強，，字逸夫字逸夫，，號三侯號三侯

堂堂，，19681968年年33月生於河南月生於河南
省滑縣老爺廟鄉省滑縣老爺廟鄉，，河南省書河南省書
法家協會會員法家協會會員、、河南省直文河南省直文
聯委員聯委員、、河南省直書法家協河南省直書法家協
會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河南省金豫書河南省金豫書
畫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畫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先後獲先後獲「「河南省第河南省第2222屆群屆群
眾書展優秀獎眾書展優秀獎」、「」、「河南省河南省
直機關慶祝建國直機關慶祝建國 6565 周年周年
『『焦裕祿杯焦裕祿杯』』書畫攝影一等書畫攝影一等
獎獎」、「」、「河南省直機關紀念河南省直機關紀念
抗戰勝利抗戰勝利7070周年書畫攝影周年書畫攝影
展書法類二等獎展書法類二等獎」、「」、「河南河南
省直機關紀念建黨省直機關紀念建黨9595周年周年
暨長征勝利暨長征勝利8080周年書畫攝周年書畫攝
影展一等獎影展一等獎」」等等。。

曾用印章致敬抗疫英雄曾用印章致敬抗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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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毛主席領袖毛主席》》

●《北京天安門》

●●《《延安寶塔山延安寶塔山》》

●《遵義會議舊址》

●《井岡山會師》●●體現新時代鄭州體現新時代鄭州的主題印章的主題印章

●●張強篆刻刀工十分精湛張強篆刻刀工十分精湛 戚紅麗戚紅麗攝攝

●●黨史系列印章依黨黨史系列印章依黨
史排序史排序 戚紅麗戚紅麗攝攝

●●《《祖國萬歲祖國萬歲》》

●●抗疫主題印章抗疫主題印章
《《白衣天使白衣天使》》

減少廢物、
如何將物件循
環再用似乎是
近年熱切探討
的議題，於香
港國際金融中
心商場舉辦的

《恒基×Rossana Orlandi 「廢物有
價」藝術設計展》，就一共展出了四十
五件融入設計思維、藝術審美以及「廢
物有價」信息的作品，前來的觀賞者不
但能夠駐足欣賞，通過別開生面的創
作，還可以換個角度去解讀日常中被棄
置的物品，看「廢物」如何被賦予新的

生命、新的定義和更崇高的價值。
一直致力於將創新、可持續發展以及

以人為本的價值觀融入生活和周遭環境
的恒基兆業地產集團，與國際知名的設
計及可持續發展先驅Rossana Orlandi
的理念不謀而合。適逢恒基兆業地產集
團踏入四十五周年，就邀請到Rossana
為《恒基×Rossana Orlandi 「廢物有
價」藝術設計展》策劃於亞洲的首個展
覽，盼通過藝術角度的切入，為大眾帶
來可持續以及創新為主題的探討和反
思。「我們必須改變使用塑膠的方式，
就是以更精明、更創新的方法來重用塑
膠。」Rossana希望提醒我們在浪費之

前，意識到廢物並非垃圾。同時，從改
變生活習慣和對塑膠的態度，再配合創
新和智能設計，相信人們可以擁抱可持
續的未來。
設於展覽入口的位置是一件雕塑作品

《男性/女性商人》，原是一組共有十
四尊全身的人體模型。本次展覽雖然僅
展出其中一個男性商人，模型由位於意
大利的廢物處理廠收集的工業加工廢
料——綠色的食物包裝紙，作為主要的
創作物料，並以綠色作為主色調，不同
圖案的拼貼，用來呼應「Go-green」的
主題。據悉，綠色能有助改變思維的驅
動，增強環保的意識。 採訪：陳苡楠

IFC設計展看「廢物有價」
藝術作品詮釋可持續發展

●作品《男性/女性商
人》。

●《南湖紅船》

7月24日進行的
東京奧運會女子
10米氣步槍比賽
中 ， 中 國 「00
後」選手楊倩扛住
了壓力，以決賽
251.8環的成績奪
得冠軍，拚下了東
京奧運會首枚金
牌。據央視網報道，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館
長、「為奧運喝彩」藝術寫生團團長何加林
當晚為楊倩揮毫作畫《心向祖國為國爭
光》，以慶賀這一激動人心的時刻。據悉，
此前何加林亦為國際奧委會創作了「更快、
更高、更強、更團結」的書法作品。

國家畫院美術館館長揮毫「喝彩」
為奧運首金得主楊倩作畫致賀

●《心向祖國為國爭光》

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張強把疫張強把疫

情期間在家刻的情期間在家刻的
1313枚抗疫主題印章枚抗疫主題印章

捐給了河南檔案館捐給了河南檔案館。。
印章的主題包含印章的主題包含「「鍾鍾
南山院士南山院士」「」「李蘭娟李蘭娟
院士院士」「」「河南中醫三河南中醫三

附院赴武漢代表隊專家組閆東昇附院赴武漢代表隊專家組閆東昇」」
「「護士代表護士代表」」等肖像印等肖像印，，以及以及「「平平
安中國安中國」「」「庚子大吉庚子大吉」「」「武漢加武漢加
油油」「」「逆行者逆行者」「」「眾志成城眾志成城」「」「萬萬
眾一心眾一心」」等文字印等文字印，，表達了對中國表達了對中國
加油和為人民健康祈福的良好祝加油和為人民健康祈福的良好祝
願願！！
談及創作初衷談及創作初衷，，張強表示張強表示：「：「己己

亥末亥末、、庚子春庚子春，，這場突如其來的疫這場突如其來的疫
情情，，我看到了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我看到了全國人民團結一心，，

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共同抗疫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共同抗疫
的感人場面的感人場面，，也看到了在國家也看到了在國家

民族危難之際衝鋒在前的民族危難之際衝鋒在前的
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我們所擁有我們所擁有

的歲月靜好的歲月靜好，，不過是不過是
有人替我們負重前有人替我們負重前

行行 。 」。 」 就 這就 這
樣樣，，張強一張強一

次次被新次次被新

聞事件感動聞事件感動，，這點燃了他的創作激這點燃了他的創作激
情情，，他決定用印章的方式他決定用印章的方式，，向最美向最美
的逆行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的逆行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為英為英
雄立傳頌功雄立傳頌功。。
在篆刻抗疫英雄系列印章時在篆刻抗疫英雄系列印章時，，為了為了

保證刻印效果保證刻印效果，，張強每刻一枚印章張強每刻一枚印章，，
都要請他的老師耿自禮親自把關都要請他的老師耿自禮親自把關。。
「「老師要求我刻肖像印必須刻出人物老師要求我刻肖像印必須刻出人物
的特點和神韻的特點和神韻，，刻文字印要直追秦刻文字印要直追秦
漢漢，，老師對我要求非常嚴格老師對我要求非常嚴格，，甚至會甚至會
要求我修改多達四五遍要求我修改多達四五遍。」。」但張強樂但張強樂
在其中在其中，，整個系列篆刻下來整個系列篆刻下來，，張強磨張強磨
印的石屑整整裝了印的石屑整整裝了55個一次性飯盒個一次性飯盒。。
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辛和快樂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辛和快樂工作，，為為
英雄立傳的一套英雄立傳的一套1313枚印章終於在捐枚印章終於在捐
贈儀式前完工贈儀式前完工。。
篆刻作品原型之一篆刻作品原型之一、、國家中醫醫國家中醫醫

療隊河南隊隊員療隊河南隊隊員、、河南中醫藥大學河南中醫藥大學
第三附屬醫院急診科主任閆東昇看第三附屬醫院急診科主任閆東昇看
到一枚枚精緻的篆刻印章到一枚枚精緻的篆刻印章，，回憶起回憶起
在武漢抗疫的日日夜夜在武漢抗疫的日日夜夜，，幾度哽幾度哽
咽……閆東昇表示咽……閆東昇表示：「：「這次作品捐這次作品捐
贈很有意義贈很有意義，，是社會各界的吶喊助是社會各界的吶喊助
威威，，才使我們獲得了抗擊疫情的動才使我們獲得了抗擊疫情的動
力力。」。」
河南省檔案館接收徵集處一級河南省檔案館接收徵集處一級

調研員表示調研員表示，，河南省檔案館從面河南省檔案館從面
向社會各界徵集新冠肺炎疫情向社會各界徵集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檔案資料防控工作檔案資料，，公眾公眾
積極參與積極參與，，金石作品的金石作品的

捐贈尚屬首次捐贈尚屬首次，「，「新冠肺炎疫情發新冠肺炎疫情發
生以後生以後，，以文藝創作為主題的作品以文藝創作為主題的作品
也出現過不少也出現過不少，，但張強這套金石篆但張強這套金石篆
刻作品清新脫俗刻作品清新脫俗，，格調高雅格調高雅，，既記既記
錄了發生在抗疫一線的人和事錄了發生在抗疫一線的人和事，，也也
記錄了普通市民盡己所能為抗擊疫記錄了普通市民盡己所能為抗擊疫
情做出的努力情做出的努力，，表達出濃重的家表達出濃重的家
國情懷國情懷，，以古老的篆以古老的篆
刻方式留下抗刻方式留下抗
疫的時代記疫的時代記
憶憶」。」。據李建據李建
敏介紹敏介紹，，這套這套
印章將被河南印章將被河南
檔案館永久收檔案館永久收
藏藏。。同時同時，，這這
套抗疫印章套抗疫印章
也被武漢革也被武漢革
命博物館所命博物館所
收藏收藏。。

●何加林「為奧運喝
彩」藝術寫生團團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