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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比，现在的手工印章生意可难做多了。”老
李说，牡丹文化节期间，店里的生意算是不错，可一天
下来也只能赚两百块左右；淡季时，经常一天接不到一
宗生意，加上房租，一个月下来赚的钱仅够贴补家用。

“手工刻章需要一个多小时，机器刻章只需要十
几分钟，越来越多的顾客选择后者。”老李说，现在，坚
持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

“机器刻章既赚钱，又省事儿，你也试着换换呗？”
有人笑老李傻，但他有独到的理解。在他看来，机器
刻章虽然便捷，但刻板的电脑排版和单一的线条，少

了汉字的灵动和创作的蕴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每一枚印章，都有着独特的灵魂。”老李说，闲暇

时，他喜欢把玩、摩挲店里的印章，仿佛是在和文字进
行心灵的交流。他说，一枚印章刻得好不好，线条、章
法布局和艺术构思都很重要。这不仅考验对汉字文化
的理解和书法功底，还需要创新意识。“一枚印章就像
一个谜面，如何把不同的字完美组合，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每当解开一个谜面，我都能从中获得无比的充实和
快乐。”老李说，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古文化书籍，徜
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中，愈加沉迷。

他沉迷手工刻制印章，几十年匠心依旧——

一张桌，一把刀，方寸之间见初心

期盼
“女儿小时候，我曾让她体验过刻章，坚持不了多

久她就直喊‘没劲’。”老李说，如今，28岁的女儿正在
攻读博士后，深知他的不易，懂事的她经常劝他们老
两口去广州，可是他仍放不下这门手艺。“洛阳淳朴的
民风、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我着迷，也不断为印章创作
带来灵感，我哪儿都不去！”

李普义还有一个心结。“以前，我爸总是念叨着木
制印章那段旧时光，那是刻章最辉煌的时期，包装纸、
出版物都离不开它。”老李说，父亲刻了一辈子章，累
弯了腰也从不敢停下，他常说“我不刻了，干这行的人
就更少了”。

10年前，李中节患病后不能继续刻章了。“晚辈
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生活无忧，没人愿意接手这出力
不挣钱的事儿。”老李说，父亲虽然希望家传手艺后继
有人，却也不愿勉强子孙。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老李。“无人能逃避岁月，等我
老眼昏花的时候，谁来做这些？”老李说，这些年，他陆
续收了4名徒弟，免费将这门手艺传授给他们。

“有人多次提醒我申请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我考虑再三还是算了。”老李说，一枚小小的印章
凝结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属于他一个
人，他有义务将这笔财富传承下去。

技艺传承后继乏人，他打开一扇门等有心者来

手工印章生意难做，他却不忍丢掉印章里的文化灵魂坚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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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心 通讯员 石智卫/文
记者 李卫超/图

在老城区南大街，有一家不起
眼的刻章店，窄小的店面、陈旧的
设施，与周围繁华的街景格格不
入。数十年间，刻章早已演变为机
械化作业，店主李普义却仍然坚持
手工刻制印章。此前，他的故事被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人民网、腾
讯网等媒体报道，近日，不少人慕
名从外地来找他刻章。当热闹和
喧嚣过后，在这方侵染了岁月痕迹
的小店里，他初心不改，匠心依旧。

《洛阳晚报》记者循着一面写有“刻章”两字的
旗幡，找到了这间“躲”在南大街东侧、门头破旧的
刻章店。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店铺里，两鬓微白
的李普义正在精心打磨手中的牛角章，手上满是
刀痕。

他伏案的木桌早已被磨得油光发亮，手中的刻
刀紧密缠绕着一圈圈棉线绳，在湿水的磨石和砂纸
上反复研磨后，一块棱角分明、六面平滑的印章胚
呈现出来。接着，李普义将牛角章固定在印床上，
取出一本纸张发黄的《篆刻大字典》，根据顾客要求
设计印文，经过上印、粗刻、细刻、整理、做旧步骤，
一枚印章便刻好了。每到这时，老李会取出一盒朱
砂古印泥，盖上印记，客人满意了才算完工。

今年54岁的李普义是土生土长的老城人。
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习刻章，高中毕业后进了刻字
社工作。后因单位改制，他自立门户开了这间刻
章店。一晃20多年过去了，排版、刻印等工序渐
渐可以用机器代替，其他刻章店陆续上了新设备，
可他的小店却坚持保留最初的陈设和工具。

据书籍记载，我国商朝时期已经出现印章，到
了战国时期全面普及。李家的刻章手艺是祖传
的，从李普义的爷爷辈开始，三代人，一张桌子、一
把刻刀，一晃就是80多年。

“受家庭环境熏陶，我从小就跟着我爸练习书
法，上初中时开始学习刻章。”老李说，磨章看起来
简单，实则大有讲究。力道用得太小，章面不容易
磨平滑，力道过大或是磨章的方向不对会导致章
面倾斜，磨出的章就不那么完美了，仅是磨章环
节，他就练了3年。

李家制印多使用冲刀法和切刀法相结合，
对刀功的要求很高。“练习的过程非常枯燥，划
伤手是常事。”老李说，每当这时，父亲就会搬出
爷爷的训诫：“没有满手的累累伤痕，你不可能
练好刀功。”

在老李的记忆里，老城十字街曾是刻章店的
“集中营”，隔上几米就能看见一两家刻章店。无
论窗外多么热闹，父亲李中节和几个堂兄总是守
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刻刻画画，从早忙到晚，四季
不停歇。

三代人传承手艺，
练刀功划伤手是常事

传承

油光发亮的刻章木桌，
承载着手工匠人最初的梦想

现场

核
心
提
示

2

1

◀ 李 普 义
手握刻刀，专心
刻制印章

▼ 方寸之
间，尽显篆刻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