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九印泥今安在
印泥与篆刻有着天然的联系，鲁庵印泥的故

事亦是由篆刻起，因篆刻而流传。
高式熊与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同为浙人，

又同问教赵叔孺，同在 !"#$年前后迁居上海，这
为二人后来的因缘埋下了伏线。
张鲁庵长高式熊 %$岁，杭州与胡庆余等齐名

的大国药铺张同泰国药号的第五代传人，好诗文，
精于篆刻，%&岁起受业于赵叔孺，篆刻风格工秀
隽雅，西泠印社的社员。古来文人多有定制自家文
房的传统，陈巨来曾在《安持人物琐忆·记张鲁庵》
中写到：“张氏在乡时，曾试制印泥十年之久，耗资
二三千，及制成，悉为一无用处之废品。”
张鲁庵移居上海后，从漳州买来知名天下的

八宝印泥几十两，又耗巨资从国外进口设备，聘请
化学、物理专家，把史籍中记载的印泥制作方法逐
一进行分析研究，反复研究朱砂、蓖麻油、艾绒三
种印泥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和最佳配制比例，琢
磨相关辅料的合理添加和加工要求。

张鲁庵潜心研究印泥，作为印家，他亦嗜好历
代名家印章、印谱，积有各家印章四千余方、印谱四
百余家，其中不乏明版善本，最珍贵的有《十钟山房
印举》百册拓本，明万历年间的《范氏集古印谱》《松
谈阁印史》、隆庆年间的《顾氏集古印谱》等。因为一
本黄牧甫的印谱，'"()年，在赵叔孺的介绍下，张鲁
庵与高式熊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亦师亦友。而后，
高式熊便追随张鲁庵，研发鲁庵印泥。

!"(*年，张鲁庵终于制成了三种自己满意的
印泥：朱砂印泥、朱膘印泥、和合印泥。鲁庵印泥既
成，连挑剔的陈巨来也由衷赞道：“较之上海西泠
印社所制，高超十倍也。”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泠印社停止活动期间，乐

善好施的张鲁庵居住的上海余姚路 )+(弄 ,号便
成了金石篆刻家活动的中心。)"--年秋，几经酝酿，
“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成立，研究社的活动
场所不用说，
就是在张鲁庵
的居所。当时，
筹备委员由马
公愚、陈巨来、
钱瘦铁、钱君
匋、叶露园、王
个簃、来楚生、
高式熊等组
成，王福庵为
主任，马公愚、
钱瘦铁为副主
任，张鲁庵为
秘书长。
“鲁庵印泥”与海派书画家密切相关，当时，吴

湖帆、刘海粟、唐云、朱屺瞻、王福庵、王个簃、来楚
生、陈巨来、钱君匋、贺天健等大家用的都是它，
“鲁庵印泥”由此驰名艺林，当年张大千离开大陆
后，还托人从上海带鲁庵印泥去用。

)",%年 (月，张鲁庵在上海寓所病逝，家属
按照他遗嘱于 )",%年 ).月 "日邀请西泠印社派
员接收捐赠。这是西泠印社创始以来接受的最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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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纸则桃花欲笑，钤朱则墨韵增
辉”，这是从前人们对印泥的赞美。作

为中国特有的文房第五宝，它毫不起眼，却
如同人世间一份值得信赖的沉默，托起印
章，以“钤印”为多少千古传世之作留下了
一个个鉴定的凭信。

位于延安中路石门一路路口，鲁庵印
泥传习所是上海仅有两家获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认定的单位之一。“对于中国的几
千年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知半解，不能荒
废，不能断档，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主理
人，年前仙逝的海上书法篆刻家高式熊曾
这么说。从创始人张鲁庵到高式熊，及第三
代李耘萍，数十年来，鲁庵印泥默默服务着
海上书画圈。印泥默默，亦见品格。

朱
丹
无
限
留
印
光
年

国
宝
鲁
庵
印
泥
的
上
海
故
事

!

高
式
熊
!

中
"

与

女
弟
李
耘
萍
!左
"

! 鲁庵精制印泥

陈巨来 刻

! 高式熊

制作印泥

"

南

瑶

! 李可染题词

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高式熊曾言，执着和一丝不苟才是鲁庵印泥

的不宣之秘。张鲁庵曾经将 -.余次相对成功的配
方和加工方法仔细作记录，一再比较，完善方案。
其中，第 ("号配方“细而薄，薄而丽”，最得高鲁庵
喜爱。上世纪 -.年代末，张鲁庵正式将这四九印
泥配方交于高式熊，嘱其发扬光大。
在传统文化被打入冷宫的日子，鲁庵印泥亦

几乎遭遇了没顶之灾。春回大地，上世纪 *.年代
初，为兑现对张鲁庵先生的承诺，高式熊奔走在有
关机构、企业、书画篆刻家等各方之间，一遍又一
遍地讲述鲁庵印泥的文化地位和复出意义。

%..*年，静安区文史馆对鲁庵印泥进行了抢
救性挖掘，并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年 ,月，高式熊以鲁庵印泥传承人的身份，
向上海静安区文史馆捐赠了“鲁庵印泥第 ("号秘
方”。%.)+年，静安区文化局成立国宝鲁庵印泥制
作技艺传习所，高式熊作为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的
传承人，正式收李耘萍、高定珠为徒。

工匠本色创新途
缘分在历史的某个时间节点奇妙地画了圈。
从高式熊手中接下传承重任的李耘萍师承祖

辈吴隐。吴隐，原名金泉，后改石潜，号潜泉。)".(
年与丁仁、叶铭、王禔创设西泠印社于杭州西湖孤
山后，在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的鼓励支持下，吴隐
亦取众家所长，融合改进。)")+年，吴隐先辈在上
海开设西泠印社，不久，与夫人孙锦（织云）合制成
“潜泉印泥”，而后，又应吴昌硕之邀，研制出适合
吴昌硕印风的“美丽红朱砂印泥”。吴昌硕使用该
款印泥制成《缶庐印存》，流传于世。
用料不惜工本，虽有“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

泥”的说法，鲁庵印泥并不用于商业销售，书画印
家用了好，就是张鲁庵的追求。与鲁庵印泥的非商
业化道路不同，吴氏印泥在传于第二代次子吴振
平，丁卓英夫妇之后，夫妇二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举国动荡之时，通过在配方中吸纳西德颜料，
在艾草纤维加工中融入当时先进的化学处理，自
行研制小型研磨机、粉碎机等，实现批量化生产，
用另一种方式保护与发展印泥事业，开发了适合
不同纸张需要，不同画风风格的多款印泥新品种。
经历了公私合营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印社更名为
“上海印泥厂”，至上世纪 *.年代又恢复原名“上

海西泠印社”。
新中国成立后，吴氏夫妇渐入年迈，而

子女也都不想继承这门手艺，祖传技艺面临
着失传的危机。古法制作选材考究之外，全
靠制作人的耐心细致，就那捶捣来说，太轻，
无法使原料完全融合；太重，又会伤到艾绒
纤维，尺度全凭工作人员的经验和手感。越
是好的印泥，捶捣的时间越久，辛苦不言而
喻。即使是将印缸中的印泥抹平这道工序，
在揉揉搓搓之间，要将印泥中的空气顺利排
出，才能使印泥更加密实紧致。吴氏将“潜泉
印泥”制作技艺捐献后，厂里指派了数位学徒
前去学习，竟都半途而废。)",+年，当时手工
业局局长胡铁生一锤定音，同意“潜泉印泥”
的第二代传人自选接班人，全家人商量，点

名侄外孙女，即吴隐的重侄外孙女李耘萍。
虽然为了入厂学手艺放弃了读大学，但凭着

聪慧和坚忍，李耘萍不负众望地掌握了吴氏制泥
的秘诀。而后，在担任“上海西泠印社”厂长期间，
她又开阔思路，力图在自身产品中融入现已失传
的诸多印泥流派工艺。吴氏印泥的发展之路，似乎
也昭印着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融合的历史潮流，
秉持传统的脉络，亦勇于推陈出新。又是四十年不
断努力，“上海西泠印社”亦从家庭型作坊，逐步发
展成为了举国闻名的印泥生产厂。
“对‘技’追求到极致时就会达到‘艺’的境界，

因此，传承鲁庵印泥，技之外，更在于传承张鲁庵
先生、高式熊老师们无私的精神，孜孜以求之道。”
如今，接下了传承鲁庵印泥大旗的李耘萍道。

生命有涯艺无涯，张鲁庵、高式熊均已作古，
“鲁庵印泥”代代传承。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的保留和复兴，何尝不是在为民族的根脉留印。

! 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