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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法名家杨永法对老艺术家韩敏一向尊崇和
仰慕。他们既是同乡，又同好艺术，相识已有年，常
聚谈书画之道，遂成莫逆。2015年年初，还在上海同
台举办“三羊开泰”新春书法联展。杨永法说：韩老
先生德艺双馨，集诗、书、画于一身，全方位继承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在当下的书画界鲜见，是名副
其实的“江南才子”。

韩敏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韩小梅是民国时期杭
州城里身兼众艺的著名画家，其仕女画与肖像画为世
所重。在从事艺术创作的同时，他倾心诲育子女，皆
有所成，韩澄、韩敏、韩山、韩伍、韩硕成为驰名江
南画坛的“韩氏五虎”。一门兄弟皆成为有所建树的画
家，在中国画坛上极为罕见。

韩敏的绘画，笔墨样式均根植传统，对传统绘画
研究精深，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序脉、风格演变皆了然
于胸，且日夕揣摩，用力极勤，成就了其深厚的传统
功夫。其用笔或洒落俊逸、或雄稳持重、或雅洁蕴
藉，皆是根据所要表现对象的不同特质而选择运用最
合适的技法手段。其造型精准、能尽物之理，纵有夸
张变形亦不失其度，合情合理，味之无穷，神采奕
奕。下笔用心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创作中，千万次的
锤炼，让他的作品在行云流水、了无凝滞的挥洒过程
中，自然成文，令人惊绝。其作品设色明丽大胆，艳
而不俗，透露出一种雍容华美的精神气质，体现传统
中国画中的审美意趣。同时，他学古不泥古，将传统
与时代审美有机结合，其描绘反应现实的人物画往往
明显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

韩敏对书法的学习也是下过大气力的，他遍学秦
汉以来的诸多书法名作，筑基深厚，后于清代郑板桥
的书法尤为笃好，故肆力临习郑板桥各种风格类型的
书法作品，书法大进。他学郑板桥又能参以己意，在
具有板桥体风貌的同时又明显带有自己面目，独具一
格，被业界称为“韩体”。海派书法大家周慧珺先生以
“借古创新，笔力雄浑”释义“韩体”书法之精妙。

韩敏幼承庭训，自幼便诵读先贤经论文章、诗词
歌赋，尤能诗文，蕴大气于婉丽之中。十二岁时就写
下第一首诗——“怀故国，春夜梦家乡。朝无晚风吹
碧草，花凝朝雨一清香，何处赏群芳。”尽显诗文天赋
和才能。韩敏熟谙诗文，长跋短题，往往随手写来顷
刻而就。常将绘画精心配置古典诗文，作品洋溢着浓

厚的文人气息，达到了很高境界。

与时俱进 吐故纳新

韩敏先生成就最高者当属人物画与花鸟画。
在当代海派绘画中，他与刘旦宅均是为人乐道的
古典人物大家。如今，刘旦宅已辞世数年。耄耋

之年的韩敏，眼不花手不抖，仍活跃于画坛，并不断
以新出的作品撩动着爱画人的古典情结。其古典人物
画，笔墨样式上承晋唐下至明清以来文人画的典范，
用笔不主故常，优游超然；构图谨严精准，疏密有
致；皆能就笔成形，随类赋彩。其笔下人物品类众
多，他皆能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而选择相应的技法技
巧进行创作。仕女人物开面典雅端庄，体态或闲雅潇
洒或婀娜多姿；释道人物端严持重，观之令人起矜庄
伏拜之想；隐逸人物，平和简静，睹之有归往山林之
思。人物气质经过他鬼斧神工般的笔体功夫，一一流
露于毫素之间，真可谓得造化之神髓。

尽管古典人物画画法上要走传统路子，讲究规
矩，但韩敏却不尽一味摹古，而是力图作品彰显时代
烙印。“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在改变，如果我
们现在的绘画作品还是一味亦步亦趋地步宋元明清的
样式，那就是脱离群众。”韩敏先生说。他对待中国画
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有着睿智的把握，两者并行于他的
艺术创作中。他全面而深入的继承传统绘画的精华以
外，还立足当下，深入现实生活之中。他思想极为活
跃，与很多年轻人一样，常看《非诚勿扰》等生活综
艺节目。娱乐之外，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在绘画上的思
考与借鉴。“我是画仕女的，台上正好站着24个姑娘，
研究她们的出身、经历、性格和面相之间的关系，也
是为我的创作积累素材。”韩敏总结说，“如果不了解
人们现在的审美观，我的画就是画得再好也是不合时
宜的。”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是老先生
孜孜以求的。

韩敏先生从年轻时就养成深入生活观察体验的良
好习惯。上世纪 70年代，为了创作芭蕾舞剧《白毛
女》连环画，他专门去芭蕾舞团观看演员排练，对于
舞蹈中展现的三十几个动作，他一一研究。对每一个
动作的体位造型皆能了然于胸。他说：“如果对舞蹈本
身茫然无所知，不深入实践，仅靠想象是画不出来
的。”这种对事物细致的观察习惯一直到今日也未有丝
毫改易。

作为画家，在艺术上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与
见解，要“拿得起”“放得下”，这样才能走得长久。
“拿得起”就是要善于学习，深入传统，汲取丰富的
营养以自壮；“放得下”就是要学会跳出前人藩篱，
勇于出新，表现出时代精神，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艺
术风格。这是韩敏先生多年来一直持守不变的艺术见
解。如何出新？他认为，关键要做到一讨、二偷、三
抢。讨，就是认真讨教，敢于向生活讨教，向自然讨
教；偷，就是要善于学习，既要学习古人，也要学习
今人；抢，就是抢时间，要勤奋工作，不能好吃懒
做。

韩敏认为，画家要能够守其常而通其变，以创作
出具有时代高度的作品，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风
格。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那就是要“吾日三省吾
身”，时常检点得与失，在不断的否定中更加明确自己
的艺术追求，以期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他向来谦虚
好学，善于向任何作品去学习可取之处；而对自己的
作品则时刻以挑剔的眼光去看待画面中的不足，不断
修正。已八十八岁高龄的他，还觉得自己画画“不足
的地方还很多”，所以他不喜欢办展览、出作品集，总
认为那些作品都不能完完全全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有
如此虚怀若谷、谦以自牧的君子之风，精品力作不断
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几年他的画作愈发有老笔纷披、老辣沉着之渐
老渐熟之醇厚气味。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与他的艺
术史观的进一步探求有莫大关系。书画同源，他始终
深扎其艺术土壤，故临习书法尤为勤苦。他对书法的
重视程度和达到的艺术高度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一手
风神骀荡的 “板桥体”独领画坛数十年，书画相得
益彰，余味无穷。他说：“写字能有进步自然作画的
水准也会高。书画同源，运笔、章法、气韵，均有相
通的地方。一个画家，应该对书法有研究；反过来，
一个书法家，也应该会画画。”八十岁以后，他在书
法的研究和创作上投入更多时间，他突破了以往酷肖
的“板桥体”，弱化原本常见的大开大合的处理方式，

用笔更加洗练凝灵，结字更趋平稳停当，少了几分张
扬，多了几分淡定，渐渐与“板桥体”拉开了距离，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韩体”，独步画坛。

结交相知 砥砺前行

韩敏常常说，外面的天地无限宽广，而自己还处
于小弄堂里。所以还是需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他与诸多书画大师之间惺惺相惜、相互学习共进的情
谊，留下一段段艺坛佳话。

他与著名画家刘旦宅交谊甚厚，他们曾共事于上
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多年。由于性格、志趣相投，两人
互为欣赏，时常一起品茗论艺，相得甚多，遂成莫逆
之交。据韩硕先生讲，那个时候，每天吃好饭，他们
都一起下棋，谁输了就为对方画一张画。他们也在下
班后常聚小酌，谈谈书画。
“我是很佩服刘旦宅先生的。他为了画好画，常常

深入生活去体验和实践，那种认真执着的劲头，值得
我们学习。”每每说起这位曾经的老同事，韩敏依旧感
佩良多。对于故友的怀念之情，殷殷感人。

韩敏先生与周慧珺先生见面不多，他们的交往，
更多的是“神交”。“她的书法造诣很高，精神更加可
贵。”韩敏认为，在几十年来的工书过程中，周先生无
时无刻不与病魔作斗争，她所受的痛苦，超乎我们的
想象。但她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超人的毅力临池
不缀，追求艺术上的提高，自成一家。

2009年，周慧珺先生七十岁生日时，韩敏先生精
心创作一幅《麻姑献寿图》相赠，以示祝贺，并表敬
意，周慧珺创作大幅楷书作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回赠。这种文人间的相互敬慕酬答，具古人之风。君
子之交，其淡如水，两位先生可当斯评。

一代大家的嘉言懿行

韩敏从父亲身上学会很多做人的道理。他年轻的
时候，对国粹京剧也情有独钟，甚至还有过下海唱戏
的念头。父亲告诫他：你如果要唱戏，家里也会支持
你。但你要想清楚，你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一定要做
那个站在舞台中央的“角儿”，不然就是辜负了全家人
的希望。韩敏对父亲的话思忖良久，终改初心。后
来，在父亲的建议下，只身前往天津，在父亲朋友开
的药材店里当学徒，学本领，以图发展。他说：“父亲
的开明疏导以及诲我以立足高远的目标选择的处事方
式对我影响很大。”的确，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艺
术道路的选择。其对绘画的执着追求正是父亲对他教
育在艺术上的投射。

成功的画家往往有其鲜明的个性，韩敏也不例
外。他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且能寻找很多乐趣的
人。在家庭里，他是活宝；在外面，他擅交朋友。他
能吃苦，是个乐天派，却不好张扬与名利。韩硕回忆
说：“那个时候他评职称表格都是我帮他填的，他都忘
了自己画过什么，得过什么奖，他无所谓的，对工
资、职称都不在意。他一贯这样。他喜欢眼前开心，
过好每一天。”或许其声名远播，艺术成就斐然，更源
于他对生活有一颗平常之心。

韩敏与人为善，主张做人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
常想到别人。他常说，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
人家。想自己是为了做人，想人家是为了怎么做好
人。每到逢年过节，他都会捐钱、捐物，接济困苦。
碰到灾害，主动义卖自己的画作，为灾难的善后贡献
自己的力量。他的为善不止于自己，而且奔走张罗，
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周边的人，发动亲朋好友一起参
与慈善事业。2012年，他在八十四岁生日时，特举办
一个慈善生日宴，将募集到的14万元，一部分捐给他
居住和热爱的湖南社区。其余用于帮助闵行区虹桥镇
的困难家庭和慰问海防部队官兵。

爱心慈善从不停息，而这一奉献就是十余载。他不
为钱不为利，是一颗“众善奉行”
之心让一位老艺术家始终走在慈
善活动的前沿。2015年12日，韩
敏荣获第七届“上海市慈善之
星”。他说，我就想认认真真画些
好作品，认认真真多做点善事。

一管毛笔，不仅画出美的画
面，更要画出美的心灵。以大爱
之心、大仁之德、大悲之怀、大
善之举做人，表现出一代书画大
家的豪迈气慨与宽大胸怀。这也
是韩老先生受人尊敬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吧。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会产业委员会“文化强国”

课题组副组长、中产委中国文化

传播中心主任）

前言：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绘画

史上出现了连环画这一对当时文化艺术产生广

泛影响的画科。作为当时连环画发展的重镇，

上海汇聚了一大批国内顶尖的画家，当今海派

大画家韩敏先生便是斐然有成的一位。《白毛

女》《郑板桥》《林家铺子》《焦裕禄》《龙江

颂》《大庆油田》等家喻户晓的连环画，深深

地影响了一代人，成为连环画史上不可磨灭的

力作。

如果说连环画囿于其画种特质而不能代表

一个画家真正艺术审美高度的话，那么在人物

画、山水画、花鸟和书法几方面皆有极高造诣

的韩敏先生足令同道倾服。已故绘画大师顾炳

鑫先生誉其为“全能画家”。几十年来，他始

终以不断探索追求的执着精进态度来对待每一

幅作品。作品风格透露出独特的审美气质，是

艺术市场中被国画收藏者关注的热点、焦点之

一，是画坛名副其实的“常青树”。

韩敏：书画艺术创作要立足传统注入时代精神
冯学泽

韩敏，1929年生于浙江杭州。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文史馆馆员。

2000年，担任上海书画院院长。2015年，担任中产委

中国文化传播中心“文化使者”。早年在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任创作员，从事连环画、年画创作，代表作品

《郑板桥》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其中，1952年创作的

水墨连环画《辛福的童年》获得上海市第一届连环书

评奖绘画二等奖；1981年创作的单线白描连环画《谢

瑶环》获全国美术作品二等奖；1964年创作的《毛主

席和我们心连心》宣传画荣获“全国年画宣传画画

展”一等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画

的创作上。应邀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并获奖。国内外

知名人士和丹青爱好者都深爱其书画，寸笺尺幅，视

若拱璧，并将他的书画作品视为珍藏。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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