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沪上西南角的金
山嘴渔村是上海市沿海陆地最
早的渔村，也是上海最后一个渔村。
如今，不少村民早已告别古老的渔业
作业，渔村也成为近年来金山区主要
旅游景点之一。在渔村昂扬向上的发
展中，“杨火根工作室”成立了。72
岁的杨火根是渔村当地“出
名”的农民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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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中
守护一方宁静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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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沪上西南角安静的金山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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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坐在民宿后院里喝杯咖啡"在这日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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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式方桌上! 这位耄耋老人戴着眼镜

拿着画笔!在纸上细细勾画!身旁!一盏蓝

色的台灯发出明亮的光" 杨火根说!他有

空就会画!视力不好也乐此不疲!画到入

神时!步入工作室的游客也打扰不到他"

热闹中!守护一方宁静"杨火根守护

的是上海最后的渔村故事! 纵然时光的

车轮滚滚向前! 杨火根的渔民画为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这些!烙印

在历史中! 传承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中!时光带不走"

人到老年!选择一二样上得了手

的玩艺儿消遣消遣!打发时光!是很

多老年朋友的意向"有的人玩上了自

己不熟悉的东西!有的人玩上了自己

很熟悉的东西"都行!都好"检验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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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事情!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活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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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杨火根当过船员，出过海，捕过鱼，是
个老渔民。让人惊叹的是，从 !""#年到
$%!&年，$%年的时间里，杨火根手绘了
'(本画册共计近两千幅渔民画，其中还
包括数幅 )%米左右的渔民画长卷。这些
渔民画生动地将金山嘴渔村过往的渔民
生活、渔业生产、渔村风俗等详尽描绘了
出来，堪称一部部“渔村连环画”，为不少
游客奉上了原汁原味的渔村文化大餐。

结缘渔民画

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皱纹清晰，岁
月在杨火根身上留下了典型的渔民印
痕。前几天，在金山嘴渔村，杨火根静静
地向我们回忆他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渔
村故事”。

杨火根出生在金山嘴渔村一个传统
渔民家庭，从小耳濡目染渔民的生活习惯、
渔村的地方风情。爷爷杨阿顺出海遭遇风
暴不幸遇难，父亲不希望他再当个“渔二
代”。没想到岁月弄人，!"*$年，初中刚毕
业的他就被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相中”，进
公司上了船，跟随公司船队出海捕鱼。

一个专业渔业公司的渔民、水手，
怎么与渔民画结了缘？原来，杨火根小
学、初中时就酷爱画画，学校的黑板报经
常由他主笔绘制完成。离开校园后当了
渔民，杨火根并没“丢掉”画画的习惯：每
次出海归来后，他都喜欢用画笔画下自
己的出海经历。时光荏苒，杨火根在渔业
公司工作 )&年后，又先后在上海对外贸
易局内河航运船队工作 $年，在上海石
化总厂内河航运装卸区工作了 )+年。“大
半辈子都在与海水、渔业、船运打交道，我
想把我们这一代渔民的生活用笔画下
来，让后人也能了解我们渔村、渔民的历
史。”杨火根说，从 )""&开始，他开始创
作自己的第一本渔民画册《历史回忆》。

翻看这本 $,年前的画册，只见画册
中 -%%多页画作，每张画作全是由毛笔创
作，每页正反两面各画一幅画。在每幅画
留白之处，杨火根还用娟秀的毛笔字注有
图片说明，仿若一幅幅黑白连环画。杨老
的画作内容十分丰富，有渔民出海捕鱼的
场景，也有岸上渔村的生活场景，其中不
少还是杨火根根据亲身经历创作而成。

渔民故事多

杨火根边翻阅这些颇有历史的画
册，边说：“出海的故事很多，每幅画作都
是个故事。”例如，《甲板练习生》画面描
绘了与杨火跟同期上船的一名年轻水手
因晕船怕水，卷铺盖当“逃工”的场景。画
作里，这名水手弯着腰抱着床单，从甲板
上准备跳上码头，奔跑中还回头张望有没
有被人发现，惟妙惟肖的神态煞是生动。

当然，渔民出海不只有生动有趣的
故事，更多是艰险和意外常常伴随着他
们。在《历史回忆》图册里，有一幅《落水
脱险》图，描绘的是杨火根抛渔网时被渔
网绊下海，另外一艘渔船赶来搭救的场
景。画作一旁，杨老还写明了“风浪尚小、
天还未黑、水温不冰、救援及时”等自己
能够及时脱险原因。此外，还有不少画作
描绘了渔村遭遇台风袭击，渔船出海遭

遇国民党舰船，渔民落水友船救援……
虽然画面是黑白的，但杨老的画作笔法写
实又不失飘逸，风浪、船只、桅杆、甚至渔
民的神态都十分逼真，富有美感，仿佛让
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海上的波澜壮阔。

从 )""&年开始，杨火根创作渔民画
逐年增多，到了 )""(年，女婿给他买来
了水彩画笔、颜料、调色盘，杨火根的渔
民画从此从黑白走向了彩色，创作热情
不断被激发出来。截至目前，杨老创作的
画作按照年度和类别装订了 )(册，按照
每册 )%%.$%%幅画作来算，杨老至少创
作了 $%%%余幅渔民画。

笔耕绘长卷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年以后，
金山嘴渔村的渔业资源渐渐萎缩，随着
渔业的衰落，渔村的旅游业、餐饮业蓬蓬
勃勃地发展了起来。彼时，杨老的渔民画
业已完全步入“彩色时代”，在渔村日新
月异的不断变迁中，他依然默默守望古
老的传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不知道
以往的渔村模样，我想继续画下去，不仅
让渔村的年轻人知道，也让到渔村游玩
的人们能够感受渔村的历史。”杨火根道
出了继续画画的动力。

近年来，杨火根的渔民画把更多内
容聚焦在回顾渔民生活，反映渔村风俗

人情等方面。其中，有专门针对渔民作业
创作的《钓鱼》《叉鱼》《海鲜小水产》《捡
花鱼》《剔牡蛎》等画作，也有反映渔村孩
童们童真童趣的《河边打水漂》《男孩抽
陀螺》《打玻璃弹珠》《扣麻雀》等。这些画
作色彩明快、温暖，线条飘逸洒脱，配有
详略得当的文字解说，恰如其分地将渔
村过往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原汁原味
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创作一幅渔民画，
难吗？”我们问道。杨老说：“视力不好，左
右眼都有白内障，手术后左眼视力下降
得更明显，现在只能靠着右眼继续创
作。”不仅如此，杨老还格外节约颜料和
绘画用纸：上色总是先构思好再上色，纸
张都是以前公司老同事送的晒图纸。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火根以惊人的
毅力克服视力的障碍，创作事业在今年
迎来了新的高潮。今年，他绘制了一幅
&/&" 米长的《渔村渔民海渔生活长卷
图》，一幅长卷里囊括了补网、搓绳、劈
麻、结网赶海、修船等 $(个渔民生活劳
作场景。除了作好画，老杨配文字说明也
是动了不少脑筋。比如开排这个场景，老
杨这样写道，“开排啦，缆锚收。竖桅扬
帆，迎风破浪。风紧舵掌稳，涛泊神自定。
滚滚海面风呼啸，涛涛碧浪迎头扑……”
短短数语，就将开排的气势、掌舵者的心
境、丰收的喜悦等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喜的是，在金山嘴渔村旅游公司
的帮助下，今年 "月 +日“杨火根渔民画
工作室”正式揭牌。在这里，游客可欣赏
到《渔村渔民海渔生活长卷图》等杨火根
的多幅渔民作品。笔耕不辍的杨火根还
一鼓作气绘制了 (米长的《童趣图》，!,
米长的《稻草在农村的用途》。最近，杨老
创作的一幅 !$米长的《渔村习俗图》，已
经完成并对外展示。已经 ($岁的杨火根
为何还要坚持创作？他说：“渔村养育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遗忘渔村历史传统，这
些画作是我力所能及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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