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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七丁：透过暮霭烟染的幽雅
□ 杨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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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历

段七丁，1949年12月出生
于四川省蓬溪县，擅长中国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
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美术
家协会山水画会副会长，四川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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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柏青把自己对中国书法的深刻认知作为自己技进乎道的书写信仰。他打破常规，险中求奇，书写出了属于冷柏青
自己源自心性的拙朴殊异的深邃。冷柏青身上散发出来的观念与情感，凸显出他是一位追求内涵丰厚且精神饱满的书法
家，而他的创作，也显示出同等的精神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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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段七丁，清癯，倔强，笔墨奇趣。
其山水画有水墨与青绿二体。其作品赋色拙雅，落墨野逸，皴

擦点染之间豪迈洒脱。因而，山水景致在其敏锐、幽远、独特的视
角里，散发出舒朗天真的情感张力，令观者心绪澎湃，能触碰到峰
峦峻厚与枯树荒村的野逸与况味。2019年10月，四川博物院举办

《春风桃李笔墨人生——段虚谷、段七丁画展》，展览期间，由于观
众反响热烈，画展因此在四川博物院延展至 17天，超过很多画展
的展览周期。这次画展，也让更多的艺术家、美术爱好者读到了段
七丁与父亲段虚谷的艺术作品。段七丁是一位低调安静地生活在
成都却拥有倔强个性与独特魅力的艺术家。作为四川大学艺术学
院的教授，他虔诚执着于国画艺术研究与探索，其学识渊博，灵魂
蕴厚，谈吐如浩瀚江河，令人不得不反复咀嚼而回味无穷。他的人
生经历也颇有些传奇色彩。其父段虚谷先生，生前执教西南师范
学院，今西南大学。段虚谷先生和冯建吴先生1932年开始在成都
创办东方美术专科学校，他们是国画新式教育的开拓者，对四川
的中国画学院式教育功不可没。上个世纪30年代，他们邀请黄宾
虹、丰子恺、潘洁兹、尚莫宗等美术名家入川讲学，此举给四川美
术界吹进一股新鲜空气。段虚谷先生还陪同黄宾虹先生到青城山
写生，去蓬溪宝梵寺研究明代壁画，一路采风目睹蜀地的悠久历
史，感悟沿途川西的绮丽风景，才有了后来美术史上黄宾虹先生
赫赫有名的一句“入蜀方知画意浓”的典故。1956年，作为四川地
区有影响的中国画教师，段虚谷与李际科、苏葆桢、梁白云、刘雨
耕等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图画科中建起了中国画教研室，担任
教研室主任，与其他同事一起，通过以临摹、写生、创作为教学结
构，兼及书法、篆刻、史论的课程安排，制定了中国画教学的大纲
系列，编制了多种相关讲义，绘制了国画各门类的教学范画，形成
了完整而特色鲜明的师范类中国画教学体系。1949年出生在四川
蓬溪县的段七丁，是段虚谷先生的第七子。他六岁时离开蓬溪随
父亲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出生于艺术之家，从小生活在大学
校园，幼小时的段七丁耳闻目染父亲读书、画画。家里笔墨纸砚、
名家字画、艺术书籍的丰富，以及很多艺术家来家里与父亲交流
绘画艺术，让段七丁自幼小就受家道渊源的影响而痴迷绘画。父
亲段虚谷有很多艺术界的朋友，段七丁一路走来，深受这些父辈
名师大家的亲临指导，受益匪浅且起点比较高。其中，冯建吴先生
对段七丁进行了近乎苛刻的技艺训练以及美学指导。徐无闻先生
对段七丁的教导与影响，同样深刻。“我自参加工作那天起，几乎
每一个周末的晚上都在徐无闻老师家里度过，接受他严格的学养
训练。有一个寒假，徐无闻先生用了整个寒假的晚上把《中国艺术
通史》给我讲解完，令我豁然开朗。”初中毕业后去农村当了六年
半知青的他顶替父亲进入大学工作，从最开始的保管员一步步成
为大学美术系教授，这其中在逆境里所经历的刻苦、勤奋、毅力、
坎坷，可想而知。很多时候，一位艺术家的思想在其创作的作品里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独特的经历经过明晰的个性化，最终化成
个体感性的东西，这就是艺术所最终追求的个性表达。段七丁的
生活成长经历，浸润了难以复制的执着与坚韧，他的成长经历本
身就是一部耐人阅读的励志故事，渗透着清明与旷达。半个多世
纪以来，眼前已经七十岁的段七丁先生丝毫看不出实际年龄，显
得年轻，精神矍铄，情感饱满，他笔耕不辍，对国画艺术的探索依
然从容。日常生活里，他一边深度思考当代中国山水画在传承与
变化之间的笔墨表达，一边以细腻丰厚的情感潜心绘画。他从不
痴迷把玩笔墨的虚浮，而是在对艺术的严谨考量里，对每一幅作
品注入真诚的情感流动。他把一切内在的东西化为笔墨的释放，
把自己对自然、山川、生命的认知，通过在主观与抽象的统一中，
最终化为朴素的精神维度，因而，其作品的图式语言与美学表达
就独具个性魅力。

一幅艺术作品，首先给予人的是直观的印象，进而才会思考
它的思想性与表现目的。在绘画上，段七丁先生注重色彩。他的色
彩语言是在传统基础上，结合自身积淀丰厚的艺术修养，突破传
统设色的表现，并运用西画的色彩慨念，最后在创作中完成的对
中国传统重彩进行的重构。他精通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历程，在历
史的痕迹里去找寻自己需要的表达点滴。他深谙中国传统艺术的
博大精深，在中国早期的彩陶、帛画、岩画、玉器壁画里去触碰去
领悟色彩与造型的美学。他尤其重视素描。关于素描，段七丁先生
提倡素描应该带着创作的情感去根据自己的发现，选择性决定画
面的视角。他始终认为：“只有浪漫的素描，才有浪漫的色彩。”他
的这个观点契合绘画在情感、视角、思想上的个性特点。素描在我
国北宋时期就自成体系，勾、皴、点、染、擦独立成科。而勾勒填色
也历史悠久，如敦煌壁画一样，由点到面，皴法繁复，笔法也早已
独立成科。段七丁先生坚持美术创作与哲学思考相融，认为不仅
要研究美术所表现的内容也不能忽略形式问题，而且要解决美术

形式表达中独特个性以及精神内涵问题。他研究中国历代画家的
作品精髓，并对西方绘画的色彩构成进行解剖重构。他认为：“艺
术应该是一直往前走的，东西方绘画元素可以选择性地进行相互
借鉴。但纵观中国画的悠久历史，我们国画有九个调式的清晰分类
与表现。而在南北朝时代，关于山水画的理论就已由顾恺之诠释出
来了。而后，整个元代的绘画，从倪瓒、王蒙等，都离不开赵孟 的
精神痕迹。”在段七丁的创作思考中，中国画依托于哲学，时代在
变，画也在变。山水画的情景交融，气韵生动，是抒发的意境，更是
一种精神，比如“竹林七贤”的谈玄抚琴肆意酣畅。理论与实践的
相互融合，促使段七丁先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磨砺与淬炼，最终
以灵动、简逸的精湛笔墨，及画面里所散发出来的清新、安静、野
趣的独特绘画语言，而成为中国西南山水画家里独具个性魅力的
艺术家。他自己的写生作品，应该是带有创作性的笔触与图式语
言，笔墨图式来源于他行走山水之间的足迹里自我过滤后的选择
性视角。段七丁的老师冯建吴先生对宋元时期到明清时期的传统
山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尤其推崇对北宋山水的学习。段七丁
先生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对宋代山水画进行的系统学习与研究，
他繁复琢磨，思考，临摹，再创作，因而，思想的深度与岁月的积淀
让他在国画笔墨上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功力。他情感的丰沛，在感
性里得以清晰化，透过作品，他把一个个蕴藏于大自然间的现象
世界联系到自己的既定题材里。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绘画的视觉美
与情感传递，所以，他并不作自然山水的外在形象复制，也不一味
以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的俗世拘泥的画面来抒发自己的山水情欲。
他的作品，画面往往出其不意，总会读到一种微妙的、回味无穷的
清新和悠然。画面缱绻的情愫，蕴含对生命、自然的哲学思考，更
藏有“逝去”与“当下”的辩证意义。

观段七丁作品，其精湛独特的表现力渗透出他个体精神维度
的显现特征。

艺术使人探寻世间万物，观照却是原则。段七丁的作品，从个
人的成长记忆和文化经验出发，以交织的文化脉络构建了属于自
己的创作系统。这个系统，从自然的本体出发，探究生命的本质，
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去感召观者的灵魂。并引领人们在读画
中，以哲学的思考去认知自然、生命、宗教。或许，对他而言，人生
的经历与尘埃落定的感觉相连，他在绘画里找到了与自己精神契
合的目标。由此，他在绘画语言上的表达产生出“形而上”的诉求。
因而，不管是赋色浓丽的青绿山水，还是朴拙简淡的幽深一隅，在
段七丁运笔自如，笔迹豪放的传神境界里，皆达到“以形写神”的
情思交融，秀润苍劲，妙得况味。纵观他的作品，风格多变而春云
浮空笔迹周密。段七丁先生的青绿山水作品，呈现笔法的精细周
密，造型的质趣严谨，笔墨的清丽舒朗，气势的雄豪耸拔，读之具
神思独步千载的绵延旷涵。例如作品《李冰治水图》《李白诗意》

《贡嘎秋色》等等。
作为一名优秀的山水画家，其笔下的山水作品呈现出来的生

动、气韵以及个性，在段七丁先生的很多作品里皆可读到趣味与真
诚。自然、生命的存在与流逝，在他的骨法用笔中凌厉蔓延。“我个人
认为，骨法产生一种风度，风骨，秀骨。”因而，他的作品不仅仅具有视
觉的和谐，还有起承转合的微妙。从心态到画面，在情感真实、意境
深邃中心随笔运。这种心境下画出来的画，浸润出一种清雅通透的
视觉美感，而读它们，则需要与之契合的灵魂。对于自己的作品，段
七丁先生很直白地表达：“我只希望与我一个层次的人喜欢。”他深
谙“随类赋彩”的内核，领悟其韵。《文心雕龙·物色》里的“写气图貌，
既随物以宛转。”以及《鲁灵光殿赋》里的“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于
是，赋彩就有了灵动与神韵，而不是呆板与拘泥。他的美学认知，突
破具有模式，在章法与体系中，赋彩就不仅仅是色彩，同时更有精
彩、才华之韵味在其中。在创作中，段七丁先生在保持传统元素的基
础上，跳出了拘泥的框架，让自己的作品从客观性与抽象表现里，传
达出蓬勃的生命力与透彻的灵动，构图奇妙，色彩清雅，墨色淋漓，
视觉清朗具通透之美感。“我喜欢高古的东西，元四家的作品就达到
了一个高峰。”段七丁的山水画，早已在岁月的磨砺中破茧而出，抽
离固化的模式，传递出精神的独立。

访谈快要结束时，段七丁先生突然问我：“空气有没有颜色？”
“没有。”“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海洋是蓝色的？”正纳闷不知如何
作答时，段七丁先生说：“这是我第一次上色彩课时，我的老师突然
这样问我的问题，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一天的场景与
老师严肃清晰的语气。”临别时，在门口挥手与段七丁先生告别，我
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谢谢段老师接受我的采访。”返回成都
市区路上，车流如织，喧嚣渐近。而即将自驾启程去云南采风然后前
往海南文昌过冬的段七丁先生，回到成都时应该早已是2020年春暖
花开的时节。已经七十岁的段七丁先生依然健康而活力满满，恰如
一点飞鸿，在青山绿水暖日和风之间，笑对烟月。

李冰治水 缙云寺写生

天台山写生

竞取吉祥

宁河放舟

段七丁先生笔下的山水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生动、气韵以及独特视角，皆可让人读到趣味与真诚。自然、生命的存在与流逝，在他凝
练的笔触里凌厉蔓延。他始终认为，骨法产生一种风度，因而其作品颇有风骨、秀骨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