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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画笔增添城市的温度
在申城!有这样一群为上海"画像#的年轻人

" !最萌"滨江 !"公里地图#局部$

" 顾汀汀的作品!公用电话亭"

" 丁阳的作品!启程"

! ! ! !随着黄浦江两岸 !"公里公共空间即将
全面贯通开放，上海首届“浦江生活节”将于
#月下旬在浦江两岸滨江水岸拉开帷幕。作
为生活节重头戏之一，一幅手绘的滨江两岸
地图将伴随着特殊动画效果上线，而这幅手
绘地图的创作团队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在
申城，这样为城市“画像”的年轻人并不少，他
们用画笔为这座城市增添温度。

!最萌"滨江!"公里地图
“你看，在我们的手绘地图上还有个淋浴

的地方，”幻维数码项目组工作人员陈诗蕙
说，“当初我们项目组在绘制这个内容时，不
少人还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存在的，为
了绘制这幅地图，我们项目组在今夏最热的
时候到现场踩点，把 !"公里都走遍了。”

在这幅长图中，!"公里长的浦江岸线都
囊括其中，包括黄浦江上的各座大桥、杨树浦
自来水厂、国际客运码头等 $%个大景点或标
志性建筑。为了让长图更轻松、活泼、贴近生
活，创作团队共在长图里安排了近百个人物。
结合不同场景，人物或是在滨江边运动、野
餐，或在滨江边谈情说爱，连《西游记》里的唐
僧师徒也现身其中。“在彩虹桥上，我们绘制
了一对情侣，男方下跪求婚，女方感动捂脸。
男的说：‘我对你的爱，就像这滔滔江水。’女
的说：‘浦江哪来的涛……’我们希望通过这
样诙谐的文字，让网友们对于地图更有亲近
感。”项目组文案策划范飞璐说。
主要负责人物造型的项目组成员陈艺苑

说：“在长图中《西游记》的人物也是经过魔
都，特意要到沿江逛逛，有了这些人物就添加
画面的趣味。唐僧还举着小旗帜，上面写着
‘魔都旅行团’。”
“当初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思考

了各种方案，我当时就想到在厦门旅游时看
到的手绘地图，”陈诗蕙说，“我们大家觉得这
幅长图相当于‘滨江版的清明上河图’，它更
是大型的旅游攻略，而不仅仅是张地图。因
而，我们不太关注以往地图上的比例尺，而更
关注到哪里你能遇见什么好玩的事情，能玩
到什么，有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聚在哪里，我们
希望这张长图能成为‘最萌’的滨江地图，吸
引更多的人来到黄浦江两岸 !"公里。”
据悉，下一步，项目组将为这些人物设计

语言对话框，让这幅长卷兼具娱乐性与功能
性。届时，使用者可以滑动长图，滑动到每个
人物那里都会弹出有趣的对话框，且人与建
筑物绑定，可以点击详情看到建筑物的位置
和功能等。

留住即将逝去的!记忆"

你是否有这样的童年：在阿姨爷叔注视
下玩闹长大，做错了事要吃“毛栗子”（教训），
放学后和弄堂小伙伴跳橡皮筋、踢毽子，吃着
麦丽素和华夫饼干，买块光明冰砖掺些雪碧，
满头大汗后回家吃饭。对于许多刚过而立之
年的人来说，看到这段内容，或许会勾起童年
的回忆，而在青年画家顾汀汀笔下，类似的上

海风情画无形中留住这座城市即将逝去的
“记忆”。

从 &%'(年起，顾汀汀的插画出现在沪上
一家媒体的周刊上，逐渐为人知晓。该栏目一
直关注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 #%年代的上海。
顾汀汀回忆，自己最先画的是田林新村，后来
把上海所有新村画了一遍。
“新村是很有上海时代特征的产物，我的

画受老一辈绘画艺术家（比如贺友直、丁聪）
以及现代西方漫画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
风格。这些年来，上海城市更新速度越来越
快，以往熟悉的事物逐渐消逝，”顾汀汀说，
“承载记忆的老房子、路标只能留存在回忆
里，记得小时候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阿姨喊
一声：‘)%&，捺老公刚伊伐回来切夜饭了！’
（你老公说他不回来吃晚饭了），全栋楼都知
道了，这在注重隐私的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
资源的匮乏也让邻里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因
而在我的作品中也越来越关注已经消失或即
将消失的职业。”
顾汀汀画的许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

原型：修老手风琴的陈兆杰，为了修好一台他
认为有价值的老手风琴，不惜花费几十个小
时去领会、琢磨，凡经由他修过的琴，不但能
“起死回生”，有些琴甚至比坏掉之前的声音
更动听；在周浦开旧钟店的鲁来大，)%年里
情迷修旧钟，多数旧钟都是从市场上淘来的，
等着他修复的旧钟数不胜数；染着一头浅金
色长发的面店老板，随意扎了个发髻；老板娘
每天半夜爬起来烧菜，脸上的妆容却从不马
虎，这对开本帮味道面馆的上海潮人夫妇，也
被顾汀汀“固定”在画面中。
这些年，顾汀汀印象最深的是两幅画在

东台路古玩市场拆迁前的作品，“小时候一直
去东台路玩，前年得知东台路要拆迁，特地跑
去拍些照片，其中一张做成版画印出来后送
给画中的大叔，他也很惊喜。也算是给我童年
留下一些回忆。”曾经，上海街头有很多修东
西的小店，修钢笔、乐器、钟表……如今这些
利润不高的小店大都悄然消失了。
“‘匠心’，这个现在流行的词汇在往昔岁

月里是那么自然，记得一位修钟表的爷叔，眼
睛上套个放大镜，虽然他经营的那家小店早
已拆迁多年，所在地变成时尚地标，但曾经充
满市井气息的样子，依然让我难以忘怀，”顾
汀汀表示自己还将画下去，“作为一个土生土
长的上海女孩，我想用画笔为我的童年留下
一些纸本记录，让曾经年轻的父母一辈以及
往后一辈都能感受到上海曾经的温度。”

!石库门"中的文化传承
在海上画坛，丁筱芳和丁阳是让人羡慕

的父子。父亲丁筱芳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今
年的上海书展上，他的《丁筱芳画世说新语》
引起业界广泛好评。从小在淮海路柳林路石
库门弄堂里长大的丁阳，(*岁就去北京中央
美院附中学习，一路读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
术博士生，师从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
丁阳笑称自己是“一半上海人，一半北京

人”，但童年和少年时期对生活环境的深刻印
象，仍令他对石库门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以
至于“反映上海城市生活和城市记忆”成为自
己现阶段绘画创作的一个母题。
“石库门系列作品是自身创作过程中对

于特定题材的一种探索。从小生活在上海石
库门的弄堂里，其建筑的整体特点设计与构
造，每扇窗与门的结构，每块砖的形状也都镌
刻在脑海里，我认为石库门建筑所散发出的
气息蕴含着海派文化的精神，而海派精神所
代表的就是中国 &+世纪现代化转型以来中
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丁阳说。

在丁阳看来，自己画石库门与父亲有很
大关系，“置身旧时海派建筑石库门使人能
体会到历史的沉淀和老上海特有的传统气
息，而人们在这样的氛围中又享受着现代生
活，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时尚巧妙融合起来，
感觉仿佛穿梭在历史与现代给人带来别样
的感受。但要真正画好石库门，还需要长辈
的生活经历，因而在绘制这个系列时，我常
和父亲交流，他告诉我许多当年他的生活经
历，而他过去曾经画过的石库门，也给我很
多启发。”
丁阳介绍，在纪念建军 ,%周年的时候，

他曾经画过一幅《启程》，描述了在石库门前
一家人送年轻人参军的场景，画面中主要人
物包含了年轻人一家三代，街坊邻居及好友。
画面中爷爷穿着他那个年代的军装胸前挂满
奖章，嘱咐即将踏上新征程的孙子，而年幼的
妹妹戴着红领巾给哥哥敬礼，这三位人物为
画面的中心，代表着长辈对于晚辈的期望与
关怀，兄妹之间的亲情关怀，同时也传递了一
种文化的传承，这一传承即是这个三代生活
在上海的家庭的军人荣誉文化延续。
“从《启程》开始，我将创作系列作品定位

于以石库门建筑作为背景和主题结合不同的
人物并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塑造人与建筑。
之后创作的一批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石
库门追忆》《石库门寻梦》等，这几幅作品还
继《启程》之后参加全国重要展览并收获奖
项与肯定，”丁阳说，“目前我正在创作一幅
与《启程》题材相同，反映上海传统工匠精神
的作品《老鞋匠》，画面以石库门建筑为背景，
但与之前作品不同的是，时间定位于夕阳下
的场景，阳光照射在斑驳的砖墙上，一棵具有
上海特色的梧桐树倒映在墙面上，树的影子
与被阳光照射后色彩浓郁的砖块形成强烈
的对比，使画面中的石库门建筑更具立体
感，而在这之下是一位勤劳而又质朴的老鞋
匠，在夕阳的映衬下，老者慢条斯理地从一
堆鞋中拿起一双红色高跟鞋思量着，周围堆
满了修鞋的各种古董工具及各家已修完的
鞋、雨伞等物品。”
丁阳表示，这幅作品想表现的是现代快

节奏城市中的一份默默坚守，“我认为这份坚
守十分可贵，不仅坚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勤
俭质朴的美德，更是践行了我们目前所提倡
的工匠精神，也是上海这座喧嚣国际化都市
中基层生活状态的一种展示与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