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一位执着的印学家

这些日子，韩天衡白天黑夜，忙得不亦
乐乎！《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掀开
神秘的头盖，虽然有些疲劳, 且声音有些沙
哑，天衡还是很自豪地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
给我介绍大展的筹备过程和内容。这些年，
我这位老朋友，重心不再放在创作上，而是
以自己的美术馆为平台，每年搞一个有新意
而又接地气的展览，弘扬普及传统文化。言
谈间，我仿佛看到
了他两眼闪烁着的
神采飞扬目光，看到
他策展、指挥布置如
同奏印般腾挪切
割，雄壮有力的白文
在蹦溅的石屑中渐
渐浮现……

认识、结交天
衡君有三四十年
了，那些我们曾共
同经历过的流光溢
彩的岁月，就像一
把锋利的刻刀雕刻
一块璞玉那样，雕
塑着天衡的人生。
是的，时光雕塑着
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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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位霸气的治印人

    这次的印文化大展，对韩天衡而言，意义特

殊。他是篆刻家、书画家，但他更是毕一生之功，收
集、整理、归纳印文化的耕耘者。这个展，从某种程

度上，亦是对他一生事业的总结。

四十多年前，韩天衡住在上海龙江路 64号自

来水厂工房，我住在上海阜新路鞍山新村工房，都
在杨浦区。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算来当有乡梓之

谊。就在他那龙江路 64号 10平米，号称“豆庐”的
蜗居，从 28岁到 42岁的 14年间，韩天衡奏刀 5000

石，竟有 1月刻章 160方的劳绩。早年凡刻印，天衡
手起刀落。他左手大拇指那条疤痕，就是刻刀留下

的印记。40岁后，天衡更是业精于勤。每印都会沉思
良久，反复构思，力求每方印章开出“标新立异二月

花”。“徐振赫”印构思 10?，“踏石留印”印构思 12

?。最多一印竟反复 53?之多！身在“豆庐”的艰难

岁月，天衡著述数百万字。我书柜里至今还珍藏着
他在一方斗室里执笔撰写、1980年出版的《中国篆

刻艺术》，全书 76页，书页已经卷曲泛黄。全书只
54000字篇幅，却能登高远眺，将印章上下几千年的

艺术历史风光乃至相关知识尽揽眼前。要言不烦，
虽小书而尽显大家风采。这些都是他铸就今天博大

雄健的艺术世界的基石。
篆刻艺术，因其强大的工艺性和空间的严格

限定，很难充分展露艺术家的个性，甚至会因其工
艺性湮没一个艺术家的个性。天衡的印章，带着治

印者生命的温度，有着他生命的顽强，有着他“舍
我其谁、君临天下”的一股强悍霸气和视觉的冲击

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雕虫小技里也有脉脉
温情。这温情，就是他的内心波涛他的精神气质。

天衡的印章，特别是他的白文印章笔画粗壮
有力，字迹斑驳苍茫，常有气吞大荒横扫千军之

势。他曾自云，秦印姓秦，汉印姓汉。或问吾印，理

当姓韩（见韩天衡《新古典书画印选·豆庐独白》）。
印面方寸之间云水的翻腾，山川的巍峨，令人想见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中国文化讲究含
蓄内敛蕴藉的“温柔敦厚”，推崇温文尔雅的“书卷

气”。“霸气”历来视为不屑。在中国现当代画界，只

有潘天寿、刘海粟两位大家的字画有“霸气”。多年
前，天衡曾刻过一枚白文闲章：一味求霸。他敢于

称“霸”，足见其艺术的自信。
早在 1989年，天衡漂洋过海远赴新加坡举办

书画印展览，承蒙高看，嘱我为他作品集作序。我在

序中将他的艺术冠名为新古典主义。将天衡印书画
一股脑儿装进了这个话语筐子里。事实上，传统和创

新，是多少年来中国艺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艺

术创作中两难选择的悖论。往往重传统者视创新为
“胡来”，提倡创新者视传统为必须推翻的“障碍”。天
衡力主创新，但又始终保持着对传统的那份敬意。他

从悖论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不做非此即彼的选边式
的站队，提出“推陈出新”的本谛是“推新出新”。天衡

的篆刻预示、代表、引领了一个时代篆刻艺术的价值
取向，也充分显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气象。

    作为一个在印、书、文、画方面都已功

成名就的艺术家，韩天衡心心念念想回报
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能为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竭尽自己的力量，添上一把薪火。

2013年 10月，14000平方米的韩天衡
美术馆在富于历史文化气息的嘉定开馆。

馆前广场，观者如堵。他与家人一起捐赠历
代书画、印章、文玩和个人创作书画印作品

1136件。在开馆仪式上，当场宣布以政府奖
励的 2000万元设立韩天衡文化基金。这些

年，韩馆每年都有一个极具创意和独特文
化内涵，一听名字就让人心动不已的年度

展。天衡做人做事“霸气”，华丽转身成为美
术馆当仁不让的头牌策展人，做展览的标

准定得很高，选题要视角独特而又书卷气
十足，要有文化底蕴和严谨史学的学术支

撑，展品要具备难得一见的珍稀品质，求大
求全。

《兰室长物》让深藏历代文人宅第斋室

的文具雅玩与现代公众面对面交流。《澄怀
观道》让我们看到曾经香烟袅袅的千姿百

态材质奇异的珍贵香具，《紫电安邦》集中

了从石器时代到 19世纪，历经千年风雨洗

涤的刀枪剑戟、战袍盔甲，依然寒光闪闪。
《回眸两宋》以一天十二时辰还原宋代文人

充满了审美趣味的日常生活细节，点茶、焚
香、挂画、插花……每次大展，天衡从策划、

选题、展品到布展都亲力亲为，全力以赴，
力求完美。

《兰室长物》展定在 2017 年年初三开

幕，但节前馆里的同事大都已经回乡过年。
大年夜前几天，天衡亲自带着全家人和两

个学生，一直布置到年初二的晚上。那年，
天衡一家连年夜饭都没有吃，大年夜都是

在布展中度过。年初三，展览热热闹闹开幕
了，馆中挤满了热爱传统文化的嘉定百姓。

可天衡本人却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发作，到
华山医院住了半个月。他的从艺 70年个展

《不逾矩不》5年巡展 8大城市，最后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收官。许多展品都是他凭着友

情和面子千方百计从私人藏家、从公家、从

海外友人那里借来的。因为信任和理解，不
收借条，不收分文，来到韩馆参展。这次《心

心相印》大展，他 80高龄，不辞辛劳，四处
上门到相熟的藏家那里去借展品，更有日

本、中国澳门等地的友人不惮疫情，14天保
驾护航亲自护送珍宝到韩馆。其中西泠印

社 50件藏品价值 1.8?，是新娘子上轿，第
一次走出库房，与公众见面。呕心沥血的付

出，让韩天衡美术馆每年的年度大展都成
为了文化现象级的呈现，让公众在展览中

一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美好传统，而且
成了海外中华文化爱好者研究者们的文化

节日。在这位可爱的文化老人的心里，展览

得到专家的认可，嘉定人民的认可，比自己
创作更有意义。

山河无恙，方得岁月静好。80后的韩天
衡正在新时代的东风里扬帆再起航。

    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天衡不是像西楚霸

王那样依仗霸气一味蛮干。他的霸气其实是以满
腹的书卷气熏陶，并且有独到先进的艺术理念和

美学思想为创作底蕴的。霸气、强悍是他的形式，
扑面而来源源不断的书卷气才是他艺术的核心。

除了强悍，从他的线条中，我们还可以读到一种鲁

迅先生所说的“韧的精神”，他对于作为艺术的篆
刻，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坚持和执着。

天衡 4岁学书，6岁治印。20岁出头已经在圈
内初露头角。1959年 19岁的韩天衡立志报国，投

笔从戎，穿着雪白的水兵服，背着一挎包石头，来
到浙南重镇温州军港。军务之余，他埋头篆刻书

法，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他 1966年临的《王居士
砖塔铭文》中看到他不为世事所动沉浸艺术的感

人情景。正是在温州服役的日子里，他有幸经友人
引荐，拜谒到印坛一代宗师方介堪先生的门下。方

先生大隐隐于市。海军战士韩天衡每两星期的半
天休假，从东海驻地一路颠簸，接受大师教诲。复

员到了上海自来水厂后，天衡有幸与更多大师级
艺术家零距离亲密接触，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受

益良多。方介堪先生惜墨如金，一句“别人的东西
再好，学一辈子，终究意思不大”，启发式地逼着他

向着艺术的深处去思考。临别回到上海，方去疾先
生看了他印作后笃悠悠的一句“你可以变了”，一

语天然万古新。程十发先生用钢刀和大锤的区别
点化他。李可染先生赠他“天才不可杖恃”，让他保

持清醒。陆俨少、谢稚柳、陈佩秋许多前辈都先后
金针度人，给他教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好

学和危难时的相助，使这些老人对他眷恋有加。
明人张载横渠四句有“为往圣继绝学”一说。

所谓绝学，就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必须忍受大
寂寞，经受人生的艰苦卓绝的大磨炼方能做出的

学问和事业。应该承认，和各类艺术相比，篆刻本

身是一门相对小众曲高和寡的艺术。可是，从天衡
印面每一毫厘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有力度的生命

投入。在投身篆刻艺术的同时，他就开始了对篆刻
历史的关注、梳理和篆刻理论的思考研究。作为 20

世纪后半叶崛起的一代篆刻大家，他不遗余力不
惜财力地收集了许多湮没在浩瀚故纸堆，流落在

民间，蓬头垢面，无人问津的印谱。然后又孤身只
影守在灯下，一字一句地推敲，修补残页，逐一精

心整理，使那些命悬一线几近绝响的印谱重见天

日，造福后学。他读到的印谱多达 4000余种，著书
立说 140余种，其中《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
年表》《九百年印谱史考略》《中国篆刻大辞典》填

补了二千年来印学研究中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是一个在印学史、论两方面均下过苦功，且有重大
建树、为印学奠定了史学和理论形态的治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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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位力求完美的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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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笔墨、造型、

结构， 乃至计白当黑、

气韵生动， 一幅画、一

张字、一方印———真纯

妙到极致，背后支撑它

的，我以为还是有关于

文化的八个字， 即：诗

心文胆，推新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