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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第一章 緒論

近幾年來因重大考古的陸續發現，學界的研究水準得以大為提昇，終於能對秦系璽印與六

國古鉩做進一步區分，但是對於秦系中的年代先後再加精密區分，則仍有困難，研究學者因此

常將秦系璽印視為單獨一個系統來論述，本文所論，大體是以此為範圍，並希望對秦系璽印的

印式概念與其藝術風格、表現形式作一分析探討。

第二章 秦系璽印相關文獻與資料探討

本章重點在分析歷代金石名家對古代璽印的認知，也對清季以前文人學者對「秦印」、「古

鉩」認知的混亂，導致璽印斷代分域的錯認及誤判，為當時明、清金石學家一般所認知秦系璽

印做一系統的風格辨正，並分析秦印與東周六國古鉩的實際風格，以及東周諸系璽文字的用法

及差異。

第三章 秦系璽印探真

自明清以降，金石學倡盛，但是對秦印的研究以及秦封泥的認知，所錄多為秦漢不分，其

中亦不乏贗品，本章所論，是希望透過近年陸續新出考古出土的資料，以及秦系璽印風格特點

和印式的考察，再透過秦國郡縣地理與秦系璽印關係分析、秦國官制與秦官印之驗證、秦系私

印及秦朱文印探真，做一通盤研究與分析，一窺秦系璽印的真實面目。

第四章 秦印印式與字形研究

秦系文字的發展，主要承襲殷周古文，風格與戰國各系文字殊多差異，較之六國文字的雄

健奔逸或奇正迭運均有所異，顯得較為樸拙威嚴、整齊規矩。本章所論，主要針對秦印的印式

特色與文字風格作一番探研，並對與秦印有承襲關係之西漢及東漢印作一比較分析，此外對於

秦印文字字形隸化現象以及字形體勢的變異，亦根據現有的資料及研究報告，也作一系統的分

析與研究。

第五章 古今傳承的秦印作品創作表現

本章以古今傳承的秦印作品創作表現，為探討重點，一、為秦系璽印的鈕式，秦官印多屬

鼻紐與壇鈕兩類，秦私印則因屬非官印形制，印鈕樣式則較為豐富多樣。二、為秦印形式的

風格，依其「婉通典雅」、「倚側交錯」、「古樸遒逸」、「方實厚重」、「斑爛天真」、「輕捷婉轉」

六大類做一風格析論。三、依據近代印人於秦印風格形式的創作，或有仿秦官印形制者，或

有仿秦朱文私璽者，亦有更多印人取其秦印的特徵，或綜合漢印、碑帖或古封泥形式，融合貫

通、參酌借用，轉化創作另一具有象徵秦印風格的作品作一賞析。

第六章 結論與省思

秦系璽印在中國印章史上，有著傳承與延續的重大意義，研究與了解其真實面貌，對於後

世用印的制度與發展的影響，越能清晰其脈絡與轉變，對整個史觀的了解也就越清晰透徹，就

其歷史的價值來說，印章的發展與豐富的史實緊密相連，璽印的研究具有補史、糾史與正史的

功能，尤其是具關鍵發展時代的印制，利用璽印的研究，可探查部分史料未載或錯誤的職官制

度，就已獲得相當大的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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