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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首先要培养爱好才行

韩天衡的鉴赏眼光一流，这是业界公认的。但是
他坦诚地告诉记者，最初也买到过假文物，没交学费就
想有好眼光，无异于不呛水就想学会游泳。

对于时下热门的收藏，韩天衡认为应该具备或者
培养6种能力：一是眼力，有眼力才能辨真伪；二是魄
力，喜欢就买下；三是毅力，很多藏品的缘分就来自自
己的毅力，打动对方；四是学力，这是综合修养，比如文
史哲的相关知识；五是预判力。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和
财力相匹配。有了好的眼力反过来可以补充你的财
力，所谓的“捡漏”才有可能。

您捐赠的1136件藏品中，哪一件最贵？这是韩天
衡经常面对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其实，我比较反感
什么都用钱来衡量。我收藏不是为了买卖，而且也没
有想到以后会增值那么多，所以藏品的价值没法用钱
衡量。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为了研究，我晚上捧着看着
就睡着了，早晨起来第一件事还是先拿起来看，这种感
情也是无价的。”

韩天衡说，由于当年人们没有收藏的观念，也没有
那么多东西可供选择，当然自己的财力更是有限，就是
单纯为了学习才“请‘老师’回家”。当年社会上很多老
师被“打倒”或者下放了，找老师请教特别不容易，花了
半天时间去找，结果老师不知道去哪儿“学习”了，不如
干脆自己买回家琢磨。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果真有收藏的爱好，那就量
力而行，可以找自己喜欢的系列收藏。“现在收藏有出于
投资和爱好等考虑，但是我希望收藏者首先自己要喜
欢，这样才能真正入门，就像谈恋爱，要有感觉才行。”

记者 陈晓旻 文/摄

文艺大师谈艺录

“藏品是我请回家的老师和伴侣”
——著名篆刻艺术家韩天衡访谈

韩天衡
1940 年 5 月出生

于上海，江苏苏州人，
号豆庐、近墨者、味
闲。工书法、篆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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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有《韩天衡
书画印选》《中国篆刻
艺术》等四十余种。
所著《中国印学年表》
获全国首届辞书评比
奖。现为上海中国画
院艺术顾问(一级美术
师)，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中国书画鉴定、
收藏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西泠印社副社
长。2016年受聘为宁
波十二位文艺大师之
一。

捐1136件藏品
建立韩天衡美术馆

日前，一场颇有学术含量的展
览“文心在兹——古今砚文化特展”
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举办，由韩天
衡亲自策展。本次展览陈列之砚逾
200方，上自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
继以周秦汉唐，再则唐宋元明清，乃
至民国及当代，其中不乏精妙奇罕
之品，令人大开眼界。

宣纸的发明，起于汉代。可是，
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了砚台呢？韩天
衡向记者解读道：“中国的文房四宝
中，砚可以说是最早的。早期的砚
不是用于磨墨，而是用来磨天然的
矿物颜料，然后画岩画、画彩陶罐子
等。虽然我们现在很少用砚了，但
是砚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传承上功
不可没啊！”

在这个主题展览的珍贵展品
中，有不少是韩天衡自己的收藏。
每一件藏品，都凝聚着他特殊的情
感,“都是我请回家的老师和伴侣”，
这是韩天衡对它们的定位，所以他
从来不把自己的藏品送去拍卖，他
说，一个有良知的人是不会拿自己
的“老师”和“伴侣”去换钱的，而是
应该给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

韩天衡把对“老师”和“伴侣”的
感恩之情回报给了社会。2013年
10月，他无偿捐献书画印等1136件
藏品，建立了韩天衡美术馆。特别
是历代名家200多件书画珍品，其
中包括文征明、祝枝山、黄道周、张
瑞图、倪元璐等人的墨迹，还有董其
昌用明代宣德内府乌丝栏临写的
《兰亭序》，堪称国宝级珍品。

目前，面积达1.1万平方米的美
术馆底层为韩天衡历年创作的书画
印精品以及韩天衡足迹馆，二层楼
是历代书画珍品，三层楼是文房雅
玩。韩天衡又用政府奖励的2000
万元奖金，成立了韩天衡文化艺术
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支持文化艺
术活动，并开办天衡艺术教育基地，
进一步推广传统艺术。因此，韩天
衡美术馆除了展览，还兼有艺术教
育、学术研究和中国传统艺术交流
的功能。

分享半个多世纪的收藏故事

去年11月开始，韩天衡在自己的微信上开设了“一
品一故事”小专栏，圈粉无数。已经78岁的韩天衡思维
敏捷，记忆力超好，每件藏品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讲
述起来趣味生动。在他看来，分享收藏故事，让更多的
人了解其文化内涵，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最多
的时候一天写了6篇，才3个月，就已经写了250个藏
品故事了。”韩天衡笑着告诉记者。

说起来，韩天衡的收藏经历挺传奇的。早在“文
革”之前，他就开始收藏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无
论私人的古玩店还是国家的文物商店，都冷冷清清，但
他还是有空就跑去看一眼。那时文物商店的东西还很
便宜，吴昌硕的一副对联只要四五元钱，30元左右的田
黄印石算是天价了。

即便如此，看中了也不一定买得起。当时韩天衡
还在部队领津贴，只能从牙缝里省一点出来买几件，主
要是为了学习书画和篆刻，从来没想过半个世纪后会
升值百倍。

横扫“四旧”的特殊时期，韩天衡还曾冒着危险在
“锦灰堆”里寻寻觅觅。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烧
一堆旧字画，其中一件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
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张明代宣德年间内廷专用的乌丝
栏，此物系皇帝专用，想来是流落民间后，再经过颠沛
流离，到了大书法家董其昌手里。董其昌对它爱不释
手，就在上面题写了兰亭序。

韩天衡当即向那位老先生表达了要购买此件手卷
的意思。老先生抬头一看，见是一位穿军装的解放军
战士，心里就没有过于慌张，再看看周围正好没人，遂
壮着胆子报了个价格：50元。这在当时是个天价。韩
天衡马上答应，但他又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嘱咐
老先生先藏好，自己回家凑钱去。

怎么凑呢？韩天衡回忆，先从自己的珍藏中找出
一对大红袍鸡血石，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得10
元。再卖掉两只玉笔筒，得2元；然后再咬咬牙卖掉张
熊的十二开册页，得2元。扳扳指头算了又算，还差点，
只好再翻箱倒柜找出两套明代的古籍，送到旧书店，得
5元。这样好不容易凑了19元，算是付了订金，而余款
花了十个月才付清。

十年动乱结束后，鉴定大家谢稚柳和徐邦达有一
次看到这卷董其昌的书法，大为惊喜，赞不绝口，称其
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后来韩天衡请陆俨少先生
画了一幅长卷《兰亭修禊图》，这也是陆俨少唯一以兰
亭为题的长卷，为此，韩天衡在引首题了“双绝”二字。
如今这幅作品也捐给了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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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天衡篆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