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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宁波籍文艺大师，家乡的文化环境

对您的艺术启蒙有何影响？

童衍方：我有一点成绩，是宁波家乡在血液
里、在骨髓里给我的加持。宁波文化积淀深厚，名
家辈出，如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故宫博物院 （第
二任） 院长马衡先生，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都
是我们高山仰止的前辈。还有天一阁这样的文化瑰
宝，曾藏有北宋石鼓文拓本，清代乾隆时期就以开
放姿态让张燕昌、阮元临摹研习。宁波对传播文化
的先贤总是以礼相待，这种文化传承的精神深深影

响了我。
我于 1982 年加入西泠印社，至今 40 余年，前辈榜

样的力量始终激励着我。我们不仅要提升自身艺术水
平，更要肩负起文化传播的责任。宁波的文化基因，早
已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艺术道路上的精神支柱。

记者：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您觉得金石文化
如何与本地文化资源结合，助力文化强市建设？

童衍方：宁波的传统优势很多，文化艺术底蕴
十分深厚。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游刃乾坤——近

现代海派篆刻的崛起暨来楚生、陈巨来、叶潞渊篆
刻学术特展”正在上海举行，陈巨来和叶潞渊两位
大师都师承我们宁波的赵叔孺先生。这种师承关
系，展现了宁波在金石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宁波既有天一阁这样的文化地标，又有赵叔孺
这样的艺术大师，加上如今便捷的交流条件，现在
年轻的后起之秀中，宁波书法家、篆刻家也很多。
只要大家用心坚持，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我相信
在大家的努力下，不但可以把经济搞好，还能把宁
波的传统文化传承好、发扬好。这是我们文化工作
者的责任，也是时代的要求。

血脉传承：
宁波文化的艺术基因

人 物 名 片
童衍方，号晏方，1946 年 2 月

生于上海，祖籍宁海前童。师从著
名书画篆刻家来楚生、唐云二位先
生。工书法篆刻，亦擅写意花鸟，
精鉴赏，好收藏。现为西泠印社副
社长、一级美术师、上海中国画院
画师、海上印社副社长、上海文史
研究馆馆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
问。

核 心 观 点

■传统文化的传承很重要，
但是传播更重要

■艺术工作者既要有“自觉
金贵”的担当，更要有
“知不足”的谦卑

■篆刻这个东西，硬的是技
法，软的是修养，在某种
程度上修养比技法还重
要，两者不能偏废

■如果没有传统的根基，艺
术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
要扎根传统，勇于创新

■艺术的道路千万条，就是
没有捷径。只要我们一步
一个脚印，潜心耕耘，终
归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
这个时代

书香萦绕的宁波图书馆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玻璃
幕墙，在阅览室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场关于文化传
承的对话徐徐展开。童衍方先生坐在临窗的位置，八十岁的
他精神矍铄，谈吐间既有学者的严谨，又葆有艺术家的赤
诚。

时值宁波全面推进高水平文化强市建设，这位蜚声海内
外的篆刻大家，正以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传统艺术的
魅力。从金石篆刻的艺术哲思到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从宁
波文脉的基因密码到城市发展的文化路径，童老的见解深邃
而独到，将金石艺术的奥妙与城市发展的脉络娓娓道来。

记者 周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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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衍方先生接受专访。
（吴冠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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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从事篆刻艺术多年，从中有何感悟？

童衍方：篆刻这个东西就是一刀不来、一刀不
去，硬碰硬，硬的是一种技法，软的就是你的文化
修养，你对金石文化的积淀、学习与运用，在某种
程度上修养比技法还重要，两者不能偏废。

我今年 80 岁，见证了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如
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对我们专
业艺术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从 1978 年进入上
海中国画院以来，一直专注于书法、篆刻的创作与
研究。我觉得应该把我学到的、能够传播出去的事
情做好，一方面自己深挖，一方面做好传播传承工
作。过去，我对传统经典文化顶礼膜拜，认为传承
非常重要，但现在我深刻意识到，传播更加重要。

记者：您说到传播很重要，那么在数字化时
代，传统文化的传播遇到了哪些挑战？

童衍方：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传统艺术工作者都
在考虑。AI 确实带来了冲击，比如它能写出条理清
晰的评论文章，能模仿某位名家的风格。但艺术最
珍贵的恰恰是 AI 难以复制的部分——当你要融合各
家之长，或者表达独特感悟时，机器就力不从心
了。

目前看似碰到了一点困难，其实给你提出了更
高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你创作的新思路，
因为你无路可退，只能靠自己。我们要增强自信
心，要学习、要对比、要容忍、要变化，让传统艺
术在当代焕发新生。

记者：作为文艺大师，您如何看待自己在文化
传承与创新中的责任？

童衍方：首先，我们是千千万万艺术工作者中
的一部分。我常告诫自己，既要有“自觉金贵”的

担当，更要有“知不足”的谦卑。一方面积极向
上，另一方面不要自大，更不要自欺欺人。

艺术的道路千万条，就是没有捷径。只要我们
一步一个脚印，潜心耕耘，终归对得起自己，也对
得起这个时代。

记者：您对年轻一代的文化传承者有何期望或
建议？

童衍方：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我们那时候环境比较单一，金钱、地位、手机、媒
体等干扰因素比较少，这是好处，但是现在的优势
更明显，获取知识的渠道之广、学习手段之多，是
我们那个年代无法想象的。虽然有人说现在的人比
较浮躁，将来可能也不会出名家，但我看到的更多
是希望，我觉得会有人才涌现出来。任何事情都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做长远的打算、长远的努力。

守正创新：
传统艺术的当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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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宁波近期提出打造“守根铸魂之城”“锦绣文脉之城”“文化

创新之城”“精神富有之城”“文明互鉴之城”，您认为该如何着力？

童衍方：首先，还是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提升每一位艺术工作者
本身的意识和水平，提升他们的责任感，不要内心空洞，不要沉迷于手
机或者虚伪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当下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非常有
趣。只要是艺术家加入的东西，哪怕再小众，影响力都不容小觑。

第二是文化含量，要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如果没有传统的根基，艺
术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发展前景也不稳定，还是要扎根传统，勇于创
新。

比如宁波的书法、篆刻，我比较熟悉，在省里不断取得好的成绩。
今年是吴昌硕先生诞辰 180 周年，在我的家乡宁海前童艺术馆 （童衍方
艺术馆） 里面开了一个“硕寿无疆”的展览，“硕”就是吴昌硕，“寿”
是潘天寿。尽管体量不大，但是做得非常精致，得到全国专家的好评。
所以不要迷信 （地方） 大小，不要以为自己做得不够，只要努力，肯动
脑筋，有志气，就能达到 （高） 标准。

记者：您认为宁波在建设“精神富有之城”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让
更多市民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童衍方：这需要多种手段去配合。比如这个 （“文艺大师开课
了”） 讲座，以前是没有的。过去私塾里只能教几个学生，再大的讲堂
也容纳不了多少人。现在只要稍作准备，我就能同时与 300 多名听众交
流。这种互动中的教学相长，听众的提问和批评对我也是一种帮助。通过
讲解，我自己也能理清思路，获得提升，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做好这些事。

形式要灵活多样。可以是大型讲座，也可以是二三十人的小型座谈
会，或者是一对几的辅导。关键是要因地制宜，不拘一格。现在的传播
手段比过去丰富有效得多，我们要善加利用。

记者：在宁波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的背景下，您认为文艺创作
者应如何回应时代需求，创作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童衍方：我虽然住在上海，但一直关注宁波的发展。宁波在文艺人
才培养方面做得很好，评选文艺大师的做法很有特色，像我熟悉的小提
琴家俞丽拿等宁波文艺大师。通过这样的平台，不同艺术门类的同行之
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交流效果，这种跨界融合正是文化创新所需要的。

当下，我觉得玉成窑是宁波很重要的文化名片。窑口在宁波，而且
把文人紫砂艺术创作的圈子扩大了，书法家、篆刻家也加入进来。想想
过去文人紫砂艺术创作领域有什么没达到的，现在我们能够达到？我们
怎么把它提高？我觉得这块与实用结合的艺术品，生命力最强，玉成窑
大有可为。

我每天 6 点一定起来锻炼身体，然后学习、创作，中午休息，下午
继续工作。这样对身体没妨碍，而且我觉得很有精神，关键是不要沉湎
于那些引导你平庸、偷懒的模式中去。我觉得在这么好的时代里，每个
人都应该积极向上，努力学习创造，做一个合格的文化人。

薪火相传：
文化强市的未来之路

童衍方 （右二） 向宁波图书馆捐赠个人作品。 （唐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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