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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务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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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得心源”
文史哲学金石书画缺一不可

戴卫儿时自学绘画并以出众之才
扬名蜀中，他少年时长于西画，青年时
为茅盾、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著
名作家绘制小说封面和插图，壮年时专
攻水墨。戴卫认为，中国传统绘画追求

“师古人，师造化，中得心源”。“师古人”
即研究传统，包括世界优秀绘画传统；

“师造化”即研究生活、研究大自然；能
否“中得心源”，这就得看你自身的学
养，在这一领域，文史、哲学、金石、书画
缺一不可。而治印也是通往“中得心
源”的必要途径。

自习画以来，戴卫一直坚持篆刻创
作。虽说诗书画印中，印排在最后，但
治印在很多书画家看来却无比神圣，学
金石书法最好的方法就是篆刻。戴卫
曾说，“如果说我的画作还有点中国画
的味道，是因为书法和篆刻的修习，使
我深深领悟到中国画要素——线的精
神和笔墨的内涵，以及金石的美学奥
妙。”此外，戴卫收藏古印成痴，每方古
印都能把玩半月之久，以此能使自己和
古人进行最直接的对话。

50岁重拾刻刀
70岁后如蒙童般发奋学习

虽然早已名震华夏艺坛，但戴卫仍
然对艺术的追求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其
谦卑态度足以让后生晚学敬仰。他在
《戴卫书法篆刻选集》自序里有这样一
段讲述：“我已经年近耄耋，但始终没
有把字写好。我二十岁开始学习刻
印，五十岁后重新操刀篆刻且犹爱边
款，之后我开始做《花甲功课》，六十岁
以后又做《七十补遗》。回头一望，深
感甚是无知。我和我的学生，在学习
书画与篆刻艺术的过程中达成一致，
先求同，后求异。认真临写碑帖，描摹
古人印章。先求平正，再求险绝，又复
归平正。”

《七十蒙童》是戴卫篆刻的代表作
之一，他笑言七十岁后才开始像蒙童般
发奋学习，而这些折子本都是他的“作
业本”。“岁数越大，发现自己不知道的
越多，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戴卫对
学习的认真和勤奋从他聊的一桩琐事
中可见一斑，“每天我七点起床，吃过早
饭后八点半上楼开始工作，一直到十二
点半阿姨喊我下楼吃饭，四个小时须臾
而过，我还很纳闷，怎么才吃了早饭就
吃午饭哦！”

有时一天连刻三方
就像吃饭喝水是生活必需

治印是件很费精力、体力与眼力的
事，尤其对一位老人更是如此。戴卫本

来打算70岁封刀不再刻印，但2016年
北京一位老友请他刻一方印，他碍不过
情面只得应允，没想到这一刻就一发而
不可收。“吴昌硕七八十岁在刻印，齐白
石八九十岁也还在刻印，他最后一方印
上刻着，行年九十四，这让我特别感
慨。我有时候一天连刻三方，说来也
怪，我是老花眼，看书一个小时就会累，
可是刻印半天功夫竟一点都没感觉。”
他说。

戴卫对篆刻的爱只有付出，不图回
报，“我把很多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印章
上，可完成的作品绝不出售，甚至有人
说我走火入魔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一
个画家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画家主要是
把自己的艺术搞好，有衣穿有饭吃，有
条件作大画就很幸福了。”还有人建议
戴卫应该安享晚年，好好休息，不要把

太多精力花在工作上，可他却笑着说：
“每天画画、写字、治印就像我吃饭喝
水，早就成为生活之必需，只要一天不
做这些事，我就心烦难过。劳动很伟
大，艺术家的作品有没有反响并不重
要，唯有踏踏实实地劳动才能让人身心
愉悦。”

赋予印章以生命
以刀代笔刻满人生感悟

戴卫的人物画，语言简洁，内涵丰
富，融理性思考与感情表现于一炉，因
此他被誉为中国画坛上另辟蹊径的哲
理型画家，而他也将自己的不少人生感
悟和艺术感言以边款的形式篆刻于印
章之上，仿佛被赋予生命似的，他的每
块石头都有话要说。

戴卫所刻的《今世古人》边款为：
“今世乃现代，古世乃传统，自古中国文
人习古，摹古，玩古，好古，将古人云从
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古人朴厚，今人
机巧，愚以为人生沧浪，厚为佳，还是做
今世古人吧。”

《一生一事》的边款为：“愚一生仅
作书画一事而矣，我应为她付出一切，
并以此努力终身，为做好这一件事而
奋斗。”

《大器晚成》的边款为：“中国画画
家多为大气（器）晚成者，齐白石、黄宾
虹均于古稀乃至耄耋之年，作衰年变
法，其变成功之后，才有今日之二位大
家可言，而变法成功取决于天赋、勤奋
和人生学养，所以中国画不仅是功夫型
绘画，也是学者型艺术。”

呈现艺术大世界
《戴卫书法篆刻选集》受关注

《戴卫书法篆刻选集》的出版也是
近期本土书画界的一件大事，受到了不
少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著名书法家
邓涛为该书出版撰文：“戴卫先生印从
书出，复以书入边款，边款艺术与篆刻
艺术相浑融，宏富浑凝精微，我意先生
秉持边款艺术之自觉乃篆刻艺术巨擘
赵之谦后罕见其匹，其痴其执未见他人
者也！边款艺术，在先生，不止边款，而
是艺术的大世界……”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张令伟
副教授在评论文章中说，戴卫先生以绘
画造诣蜚声画坛，同时精研书法和金石
篆刻，是当代国画大家中鲜有的能够
融通诗书画印之人。先生深谙章法妙
处、画法精理，主张“印从书出”“以书
入画”，熔学养品格、艺术精神、技法巧
思于一炉。绘画中有金石，金石中有
书法，书法中有绘画，禅意与诗境相
通，精神与技法相融，炉火纯青，令人
惊叹。

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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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卫书法篆刻选集》出版

以刀代笔六十载
方寸之间天地宽

作为中国画坛罕见的艺术全才，四川著名艺术家戴卫在绘
画、书法、篆刻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诣。近日，在戴卫80
寿辰即将来临之际，他所著新书《戴卫书法篆刻选集》由西泠印
社出版社隆重出版。封面新闻记者对这本292页的巨著先睹为
快，该书囊括了戴卫书法篆刻的得意佳作，还包括篆刻、注释和
讲解等边款艺术。

戴卫

戴卫篆刻的印章。

《戴卫书法篆刻选集》

《七十蒙童》
《大器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