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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石书画铸春秋：韩天衡》以总结韩天衡的艺术成果和艺术经验为主线，形象生动地描写了韩
天衡艺术成长经历、个人成长历程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精彩人生。
《金石书画铸春秋：韩天衡》还第一次披露了韩天衡鲜为人知的艺术往事，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又有很好的可读性。
全书内容翔实，文风活泼，思想敏锐。
书中由艺术访谈和艺术传记两大部分组成，并配有大量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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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号豆庐、近墨者、味闲。
擅书法、国画、篆刻、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
国画以花鸟见长。
作品曾获日本国文部大臣奖、上海文学艺术奖等。
书画篆刻作品结集出版有《韩天衡画集》、《韩天衡书画印选》、《韩天衡篆刻精选》等40余种。
　　韩天衡先生为书画印俱佳的“全才型”艺术家，尤其是篆刻，已是宗师级人物，出版过二十余种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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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艺术访谈诗心文胆传承创新艺术传评第一章　出生半月未睁眼，拜请菩萨做干爹第二章　为争前程去
参军，瓯江之畔遇大师第三章　入选西泠露头角，铁木之外别有天第四章　“文革”岁月苦坚守，以
沫相濡“百乐斋”第五章　海粟大师请刻印，发老智改书斋名第六章　沙评韩印开新境，从未谋面成
知己第七章　相识扶桑梅舒适，结艺北京李可染第八章　正式调入画院中，笑对诘难唯勤奋第九章　
狮城相留被婉拒，收藏发老抽象画第十章　借画索画起风波，百年吞吐刻寿印第十一章　总统来信致
谢意，为APEC领导刻名印第十二章　战胜病魔得康复，奥运前夕刻巨印附录从艺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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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7年，年仅17岁的韩振权由于工作上的进步、业务上的熟练，被升为四级工，工资每月60元。
当时物价很低，一碗肉丝炒面仅有1角5分，阳春面8分，大饼2分，油条3分。
他每月将工资一分为三，20元给母亲贴补家用，20元给在北京读石油学院的大哥为生活费，20元自用
。
他平时吃用开销十分节约，有钱就跑文庙及福州路书店，买碑帖、印谱及石章。
对于其他的娱乐活动，他极少参加，有一次单位里的一位同事买了越剧票邀他去看，是吕瑞英的《打
金枝》，戏演完后，观众不断鼓掌，吕瑞英谢了三次幕才算结束。
他从中感悟到做人就是要做被别人鼓掌的人，而要做被别人鼓掌的人，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从此他再也不看戏、不看电影了。
　　这个时期，由于郑先生对他书法篆刻的指教点拨，再加上有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韩振权在书法
篆刻上进步相当明显。
父亲这时已成了国药店的经理，平时话语不多，更不会轻易地表扬儿子，但有一次看了儿子的书法、
刻印后，也禁不住点头称好：“看来你的字与印是弄出路子来了，以前你来到我药店，常羡慕账房先
生的字写得好，现在你的字老实讲是超过他了。
”他说到这里，拍了拍儿子的肩，加重语气道：“儿子呀，你要记住：学无止境，艺无止境。
你要继续下工夫。
”父亲的鼓励，使振权备感温馨，也更充满了信心：“嗯，我晓得了。
”　　在纺部试验室时，常常是上午较忙，检验测试连着干，一到下午就相对空闲了些，别人聊天喝
茶，或是看书读报，韩振权就抓紧时间刻印写字，室主任对此很看不惯，认为这是工厂，不是艺术学
校。
有一次，他正在刻一方闲章，刻刀在印面上发出“咯、咯”的声响，室主任站在他背后，同事向他使
眼色，他也根本没注意，室主任终于按捺不住地叫了一声：“小韩，你在干什么？
”他先是吓了一跳，回头才看见室主任板着脸在发问。
“我工作做好了，没其他事，就刻刻印了。
”他小声地答道。
“你还有道理？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里是工厂，不是刻章店、测字摊！
你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知道不知道？
”室主任显然是发火了。
不久，韩振权被发配到车间保养组，当起了又脏又累的保养工。
　　1958年来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每天的工作时间
从8小时增加到了14小时，韩振权早上8点进厂，要到晚上10点才下班，而且由于高速运转，机器超负
荷工作，老出毛病，他一刻不停地修理擦洗，浑身上下都是油污，回到宿舍，浑身更是像散了架，再
也无力去写字、刻印了。
一向年少不知愁滋味的他，开始感到无奈而无助，看来当艺术家的梦想是难以实现了。
而此时，郑竹友老师又应周恩来总理之邀调到北京故宫工作，韩振权到先生家中送别时，先生为了鼓
励弟子，拉开了他收藏有古代名家墨迹碑帖的大抽屉，对他说：“振权呀，你可以在里面挑选两件。
也算作是先生的临别赠品。
”面对先生这些珍贵的藏品，他难以下手，但先生的苦心他明白了。
“先生，你的这些东西我不能要，但先生请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写字刻印的。
”　　韩振权虽然年轻，涉世不深，但在骨子里有一种很高的心志和不屈的犟劲。
那是他5岁时，父亲问他和9岁的哥哥公权，长大想当什么？
公权自幼学习用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因此，他挺自信地说：“我要当教授。
”而振权也不示弱，他昂起头自豪地说：“我要当一个艺术家。
”父亲听后，把两个儿子紧紧地抱在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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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尽管工作繁重，条件艰难，但他心中萌动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改变命运，必须改变现状。
　　机会终于来了。
1959年菊花盛开的时节，秋季征兵开始了。
韩振权觉得这是一个改变现状的好机会，想去报名参军。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妈妈大吃一惊，正在喝茶的杯子也险些掉在地上，“儿子呀，这可不行，你
现在每月60元工资，20元给北京的大哥，20元给我贴补家用，20元自己用，你去当兵只能拿6元生活费
，这怎么行！
”妈妈的话音有些颤抖，但态度已表明。
他望着妈妈双鬓边已有些花白的头发、额上深深的皱纹，内心是十分酸楚的，妈妈才50出头呀。
当时大姐平权已出嫁，大哥公权正在北京读大学，小弟国权也已支内到宁夏，父母膝下就剩下他了。
就凭这一点，妈妈也舍不得让他走啊。
“妈妈，你说的是有道理，你的心思我也明白，但我总不能一辈子与机器油污打交道吧。
”他为难地对妈妈说。
　　坐在一边一直没讲话的父亲开口了：“我支持振权去当兵，部队是个大学校，今后会有出息、有
前途的，总不能为了眼前的几十元钱，把儿子的前途给埋没了。
”他停了一下，觉得意犹未尽地又补充道：“如果振权被录取，那么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他的姐姐、哥哥、弟弟也可挺直腰杆做人了！
”平时少言寡语的父亲，这次却说得十分果断。
振权心知肚明父亲的良苦用心。
1937年淞沪抗战时，父亲为了报家国之仇去参加了国民党部队，为此成了国民党党员。
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都要让他交待历史问题，自己和姐姐、哥哥、弟弟也因家庭问题而被人歧视。
于是，振权接过父亲的话说：“对呀，如果我被批准当兵，我家不仅是光荣人家，而且也证明爸爸的
历史没有什么大问题。
”　　后来，由于振权的坚持，父亲的劝说，母亲终于松口同意了。
韩振权高兴地到征兵办报了名，并顺利地通过了体检。
接下来是政审，也就是政治审查，这可遇到了麻烦。
有人提出：韩振权本人表现没问题，但是父亲有历史问题。
但也有人提出：当时在整个普陀区拿工资去报名参军的只有两个人，他韩振权宁肯60元工资不要，而
是去拿6元生活费，这种思想觉悟是很高的，值得肯定。
另外，他的父亲也是为打日本人而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经过反复讨论，韩振权终于接到了新兵入伍通知书。
征兵办和街道办事处还敲锣打鼓地送大红喜报到韩家，并将那张“光荣人家”的小红纸片隆重地贴在
大门上。
切莫要小看了这张小红纸片，在那个年月，哪家门上贴上它，可就成了家里人政治上的红色护身符和
保险证。
　　1959年仲秋，枫叶含丹，金桂飘香，层林尽染。
韩振权已是一身戎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的一位战士。
威武的军舰犁开雪白的浪花，碧蓝的大海上波光闪闪，海鸥展翅翱翔，他看得心旷神怡，帽后的两条
风向带也“兴奋”地在临风飞舞，小时候和姐姐、哥哥一直写“飞”的感觉和遐思，此刻才得到了真
切的体验。
　　人的命运和转机，有时会在不经意间向你招手。
韩振权与温州仿佛前世今生有缘似地相逢相遇了。
在人生最低潮、最彷徨的时候，他踏上了这块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文采风流之地。
如果当年他当兵的驻地不是这里，而是大漠边关，或是高山雪域，那么他的艺术人生将会展现另一种
形态。
温州，是韩振权的人生福地。
　　“1959年，是我一生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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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每位成功人士的人生几乎都有一个决定一生命运或是一世前程的转折，由此曲径通幽、
柳暗花明，或是时来运转、步入辉煌，那么对于韩振权来讲，1959年，是他人生翻开崭新一页的开始
。
多少年后，他才深有感受地说了上面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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