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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历

秦天林，1942 年出生于
成都。1963 年毕业于成都美
术学校。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高级会员，四川省美协会
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画师。

秦天林：厚积苍润 写尽深远
□ 杨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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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画界，秦氏三兄弟堪称奇闻。
这不仅是一个家庭出了三位著名画家的轶

事趣闻，更可贵的是，三位艺术家在中国画探索
上的各擅所长，凝烟画栋，骨气刚健。

秦天林位居家中七个子女中的老四，因系兄
长，又因早年毕业于成都美术学校专业学习绘
画，因而，他的两个弟弟老六秦天仑、老七秦天柱
可以说当年就是在这位年轻却懂事的兄长的真
诚引导循循善诱下而步入艺术殿堂的。拜访今年
已经七十七岁的天林先生，我早已心怀期待。
2018年，就计划专访我心中的“中国画坛秦氏三
兄弟”，感觉这个家庭出了三个优秀的艺术家，很
独特，很励志，有故事。但却因各种客观原因，一
直未能完成对三兄弟的采访夙愿。好在有缘天
赐，2019年3月底，终于随了心愿。秦天林是我专
访“秦氏三兄弟”中，最后约定采访到的一位艺术
家。

天林先生的绘画工作室，斋号“自在居”，深
藏于成都市区西三环外附近。敲开工作室大门，
清风扑面而来。画室整洁简朴，书画满目，瞬间花
草柔篮绕，春落风影间。

仔细端详天林老师，七十七岁的他，满面红
光，身板挺直，气质儒雅，依稀可见他年轻的时候
定是一位颇为帅气之人。天林先生谈吐实诚，言
辞透彻，有幽泉之香。对艺术创作的深度思考，让
他更专注于笔下的作品是否与自己的精神契合。
从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始终追求与自己灵魂默
契的碧水幽空、恬淡自在的隐逸生活，并赋予其纯
善之美。很有幸，天林先生爽朗利落宛若军人风格
的太太，把珍藏的平时不轻易示人的先生横跨三个
重要创作时期的国画花鸟画精品代表作品，在画案
上一一展示给我欣赏。面对眼前如此丰厚的作品，
内心深处竟然慢慢升腾起无限的感怀与敬佩。这是
一位资历深厚的国画艺术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
里，笔墨淋漓，潜心创作，坚韧不拔而创作出来的最
有说服力的心血之作啊。眼前，各种题材的花鸟画
系列作品，皆为小品，大的一尺，小可盈掌，却幅幅
构图空灵，色彩高雅，隽秀清远。其中，有一组巴掌
大的小品斗方，尺幅虽小，笔触却异常精美，画虽
小，却意境深邃。最有趣的是，他还在空白的小小名
片上作画，他说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一本一本翻
读并仔细品读，这些创作在名片上的山水画或者
花鸟画，皆构图精细，笔触精妙，水墨韵味十足，
寥寥几笔，赏之，妙不可言。

“我始终认为，真正的作品应该是艺术的、含
蓄的，充满思想内涵的高雅的作品。”天林先生一
直秉承的艺术观点，奠定了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始
终典雅凝重，清新空灵。这或许与他长期大量阅
读充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之

后产生的绘画创作方向有关。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浓郁书卷气，与他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丰富的
文学底蕴，来源于他很小的时候就大量阅读文学
巨著。回忆起过去那个贫瘠的年代，天林先生不
禁感慨唏嘘：“青少年时代，我除了上学，其他时
间基本上都是在省图书馆度过的，我的姐姐给我
办了一张借书证。家里房子狭小，兄弟姐妹七个，
家里很拥挤，于是放学我就跑到省图书馆去读
书，因为那里气息恬静特别安静。省图书馆就在
成都科甲巷口子上，我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
俄国文学以及法国、英国的文学巨著，书中的惩
恶扬善，给予我极大的精神力量。”

谈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天林先生坦承，外国
作家里，自己最喜欢巴尔扎克、契科夫、狄更斯的
著作，特别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著作，这些
作品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
文学、理论作品的阅读中，他领悟到怎么从人性、
哲学的角度去体味生命中那些值得自己去深深
思考的东西。从中得到的启迪与思考，给予他后
来漫长的艺术创作上追求情致、高雅、空灵的精
神境界，奠定了其最稳固坚实的文学基础。而他
精神的情致，最终赋予他思想和情感的相互融
合，从而形成一位艺术家独特的人格魅力。

天林先生的书法独具风范。
他谦虚地自称“丑书”。他的书法不仅骨力遒

劲，体势挺秀，结体遒美，疏密相间，而且行笔飘
逸，笔势洒脱，含蓄委婉，极尽用笔使锋之妙，有
颜筋柳骨之美。很显然，他的书法，若没有在漫长
岁月的积淀中日日对书法艺术的千锤百炼，心摹
手追，坚韧磨砺，是断然写不出眼前这一幅幅蕴
含着丰劲豪迈、结构舒朗之韵的书法作品的。眼
前的一面墙上，挂着巨幅的书法作品《心经》，在
射灯隐隐的照射下，凸显出中国书法的内涵美。
站在满墙笔力苍劲的书法作品面前，骤然折服间
竟然有一些思绪的恍惚，淋漓书法，满目畅逸，这
或许就是书法艺术的魅力。

天林先生注重花鸟画的趣味与韵致。
他的花鸟画有很多系列，其中“昆虫系列”

“书法与花鸟融合系列”“扇面山水系列”等作品
堪为佳作。构图精妙，笔触简约，色彩清雅，水墨
交融，妙趣横生。这或许是中国国画艺术最高级
的一种味道，尺幅虽小，却蕴藏乾坤，幅幅蕴含画
家精神的深邃旷达。他笔下的《秋鸭图》：水中畅
游的两只鸭子，安静可爱，鸭子身上的色彩是淡
淡的水墨里加一点淡淡的赭石色，于是，轻盈里
就有了诗意的栖息。画面中有两枝低垂于河面的
柳枝，若隐若现，笔锋如青丝，仿佛划过心灵的涟
漪。他的《秋荷图》：构图奇妙，墨韵散漫，赭石色
里加一点淡淡的水墨，一点青绿，一点酞青蓝，于

是，画面里那两只低垂韧性的荷杆、散开的荷叶、
青绿的莲蓬、以及那只栖息在荷杆上的朱砂色与
酞青蓝的翠鸟，瞬间旖旎起来。近年来，他反复研
习书法与画的结合，创作了一系列书法与花鸟画
相融合的作品，这批作品，不仅仅具有视觉美，而
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潇洒泼辣淋漓如刀的春
风卷草之感。画室的墙上，有一幅六尺整纸作品

《老梅图》给我印象颇深：墨淡，笔简，留白多。一
棵老梅树，几只盘亘弯曲的枝丫，枝丫顶端是水
墨晕染的清淡的梅花。这幅画，他几乎是全部用
水墨来表现梅花的孤傲与纯粹，水墨交融，线条
感强，构图在对比关系上完全体现了出块面、线
条、水墨的结合。细细品读，画面通透感极强的大
量留白，赋予这幅天林先生很喜欢的《老梅图》以
脱俗避世的禅意，他深厚的书法功力，赋予这幅
淡雅的水墨梅花图笔墨之间的凝练与爽利。但我
个人是很喜欢先生的书法以及花鸟画斗方作品
的。他喜欢画花鸟画小品，小品画渗透出他自然
流淌而出的情感真挚。近年来，他开始探索水墨
山水画，他的水墨山水画不仅色彩淡雅意境空
灵，更有他个人精神世界里追求的那种避世隐居
自在洒脱的不羁。他说：“画山水作品是我绘画历
程里的必然，是我精神世界的一种释放。我每年
外出采风的时候很多，因此，我探索用画花鸟的
笔法，来画山水，我感觉自己在画山水画时，更舒
服，更能尽情释放我心底深处的情感。”

作为一位有着艺术探索漫长岁月积淀的画家，
他把一位艺术家深厚的美学思考运用在自己始终
追求的简约、清雅、含蓄的创作上。他的作品，有他
个体鲜明的气象。他毫不拘束的笔墨释放，豁达之
中见潇洒，粗狂之中见精微。他性格的安静，以及绘
画的随性，都透过他恬淡安静的表象，赋予其作品
激情清澈与浪漫主义情怀。他的画，点墨成趣，柳烟
花雾，枯湿浓淡，空灵脱俗，不仅造境立意甚是巧
妙，而且具有朦胧的诗意。他善于把对大自然的客
观观察转换为在笔墨之间的主观感受，因而作品蕴
藏着沙鸥闲云一帘风劲的情趣。

读画，更要读人，天林先生的纯粹，赋予他作品
渗透出清雅脱俗高贵的味道。他更是一位有情致的
人。他的这种情致，把他身上的纯粹通过理智转换
为对艺术的爱，对笔墨的爱。哲学的理念始终是无
形的，但通过情致，转化为行动，并创作出有生命的
作品，是每一位艺术家最永恒的追求。从他丰富多
变的作品里，他的艺术情感似乎挣脱了一切束缚，
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倾其半个多世
纪在艺术道路上的磨砺、探索、跋涉，作品丰厚，碧
玉树高，让人不得不敬佩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
家内心所追寻的避世清明。

他的人格魅力，如眼前的这杯清茶，耐品，清澈。

秦天林长于书法，精于花鸟，攻于山水。其花鸟画作品色泽淡雅，构图清俊，妙趣横生。他的书法，行草兼并，宛如蛟龙。他探索中国
书法、绘画的笔墨精髓，始终过着低调朴素远离喧嚣，淡泊宁静的生活。他创作、写心、读书，安然若素，怀阔松月，是一位高山流水少人
知却纯粹而安静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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