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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岁学书，6 岁治印，70 余年的艺海苦
学，成就了韩天衡今日艺坛的事业。他博古通
今，融会贯通，是兼擅书法、国画、篆刻、艺术理
论及书画印鉴赏的通才。他不仅将弘扬海派艺
术文化视为己任，更致力于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与此同时，身正为范的严师，为后辈学人引
领艺海航路。

今年八十岁的韩天衡荣获上海文学艺术
奖杰出贡献奖，不久前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办艺术个展。艺术是韩天衡的挚爱，他把奖杯
看作时代以及身边的师友对自己的肯定。“作
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
命：‘刀笔关照时代，作品应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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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天衡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秦印姓

秦，汉印姓汉，或问吾印，理当姓韩”。当
记者提及此事，韩天衡笑答，这是年少时

候的一点轻狂啊！
孔夫子教导，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

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
逾矩。超过了七十岁后，韩天衡在玩味“圣

人训”时，有自己的思考：“从心所欲，看来

是做不到了。客观世界的复杂变化，不要
说 70岁，活到 700岁也无法全部参透，这

是一个理想一个梦。孔夫子后面提到的三
个字叫‘不逾矩’，作为一个道德行为准

则，他要求我们不越出规矩，这话没有错；
作为文艺创作却不能惟命是从了———墨

守成规，恋古恋旧，这要不得的，我想，既
要守规矩，又要打破规矩，要有否定之否

定的探索精神，艺术才能向前。”
于是，前几年在上海等地举办艺术

回顾个展前，韩天衡和孔老夫子开了一
个玩笑，在不逾矩后面添了个“不”。为

《韩天衡学艺七十年书画印展》定名《不
逾矩不》，是韩天衡鞭策自己，不能因为

年纪大了，便停止追求文艺创新的步伐，
要去探索一种既有传统、又有自我的新

风格。
文章应为时而作。创新是艺术的生

命线，有些新创的作品里，韩天衡汲古求
新的理念，令观者在品赏国博大展时感

同身受。最近几年，韩天衡用会意的手法
创作了若干篆印，活用了古代汉字的造

字原则。“愚公移山”四个字，韩天衡将山
的两侧处理成为了图章的三条边，把“愚

公”陷入山谷，“用铁锹移动一座高山，多

么艰辛哪”。韩天衡还曾用了五尺大纸篆
书书写“中兴”二字，把铁塔底座写得夯

实稳固，竖线拉长，头部生出两根飘带。
“大家一看就明白我的心里话———没有

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发展，中国的
伟大复兴是时代潮流，这和习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是呼应的。”

自我更新
否定之否定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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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岁开始刻印，韩天衡对艺术的喜爱，

与生俱来。韩天衡的父亲是文人，4岁开始
嘱他勤习书法。儿时一天，父亲不在，调皮

的韩天衡拿刻刀玩耍了，在拇指上划出一
道伤口，顿时血流如注。他看着至今还留有

的伤口说，学习篆刻他是付出过“血的代

价”，“但这就是我的初心”。
不管怎么样的环境，韩天衡一直坚持

着。儿时喜欢艺术，因为数理化不过关与

美术学院擦肩，就去了上海国棉六厂当工
人，工资挺高。他给自己定了繁忙的作息，

8点去单位，晚上 10点散工后回到宿舍，
一直写字刻印到 2 点。清夜无尘月色如

银，那段笃定的夜间时光，最令青年韩天

衡陶醉其中。
1959年参军是他艺术的转折点，韩天

衡回忆，当时收入不高买不起许多印石，篆
刻印章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是磨刻印石。部

队大院门口的水泥平台就是韩天衡的加工
场，他在那里磨石头。当兵

五年，那块地面被磨得光

滑如镜。现在回想，“黑发
便知勤学早”，韩天衡庆幸

最好的一段青春没有荒
废，那是一段难忘的自学

时光。

艺海泛舟是一场漫
长的马拉松，在这条充满

荆棘的道路上，勤学修
习，孜孜以求，始终是韩

天衡一生的信奉。他在 70

岁时刻印自称“老学生”，

73岁时又刻“老大努力”

印自勉⋯⋯不觉间，走过
了八十载春秋，取得了丰

硕成果的背后，是从不停
息地攀高求索，一刻也不

曾间断。

    在韩天衡的艺术生涯中，他的聪慧和勤奋，

打动了诸多大师，受到了很多大师的指点。在方
介堪、马公愚、刘海粟、谢稚柳、方去疾、陆俨少、

陆维钊、沙孟海、程十发、刘旦宅等师辈的教诲
下，韩天衡不断地拓展自己

的艺术空间，形成一个多领

域的艺术体系。

在此次国博展出的作品

中，书法作品最早为 26岁时
的临摹作品《临唐王居士砖

塔铭》，也有其在 76岁高龄
时创作的巨幅榜书《涛声》，

作品高 4米，宽 7.6米；今年
创作的篆书毛主席词《沁园

春·雪》也是高 2.3米、宽 8

米的巨作。绘画作品风格多
样，既有水墨也有重彩，颇具

特色的“韩鸟”更是令人印象
深刻。韩天衡出版著作 140

余种，包含了其在印学、绘
画、书法、鉴赏等领域的理论

成果。其中包括具有填补空
白意义的《历代印学论文选》

《中国印学年表》

《中国篆刻大辞
典》等著作，显示

了他的学术成
就：篆刻奇崛、瑰

丽、多姿；书法宽博、堂皇、雄浑；国画清奇、洁
莹、恣肆；文章清新、思辨、深刻；收藏鉴赏精致、

丰富、多彩；教育严谨、灵活、多样，门生跨界越

疆，桃李芬芳。
韩天衡觉得，自己这辈子一路走来，最幸运

的是碰到了那个时代里最了不起的篆刻家、书
画家和学者。“我取得一点成绩，首先要感恩这

些老师，庆幸自己曾和这群在美术史上留名的
大师交往”。

记得头一次去见篆刻老师方介堪先生，方
师看了韩天衡的印，见印风和清代篆刻家邓石

如暗合，于是问他是否有过临摹，韩天衡答没
有，方介堪连声称赞。他叮嘱韩天衡说，“你千万

别学我，你学我，这辈子超过不了我”。老师的博
大胸襟，赋予韩天衡一片高屋建瓴的视野，从此

去追求传统经典来作为范本。如今许多韩门弟
子成绩斐然，并藉此将诸位前辈老师的教诲垂

范后生。

名师指路 开拓多面才华2

从小治印
黑发便知勤学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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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

奖的消息传来之时，韩天衡正在
和弟子们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10

月 31 日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召开
的大型艺术个展。

一年前，韩天衡就在为这场
展览构思。“我考虑着，艺术要创

新，修为和积累最重要，这次展
览是对学艺经历进行总结和回

顾。”
此番举办大型个展，韩天衡

称自己有“进京赶考”的心情。开

展前悬着一颗心，韩天衡深觉在

这个大舞台上作品的好坏已不
仅仅代表个人，会被视为海派艺

术水准的考量。在 2019 年的新
作中，能望见韩天衡持久的创造

力，“八十叟”“空灵”“龙新”“如
意”“闲里偷忙”“起来”“言之不

预”和巨印“国泰民安”“中华人

民共和国万岁”等，韩天衡以哲

学辩证的睿智，阐述着“守正求
新”这一主题。从韩天衡跨越半

个世纪的艺术作品中，观赏者们

领略着韩天衡不守旧、不自缚、

不懈怠的艺术创作态度和哲思
理念。

开幕仪式上，韩天衡动情地
把自己称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从艺 70

余年，今天在神圣的国家博物馆

举办展览，三生有幸。北京是中

国的文化中心，大量的艺术家、
评论家汇聚北京，作为海派艺术

家，我来首都汇报自己的文艺积
累，向北京的艺术同道学习，希

望通过展览能推动我 80 岁以后
的艺术生涯，再前进一步或者半

步。”韩天衡说。

牢记使命 80后艺涯再攀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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