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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上海是坐船来的

“我第一次到上海，不像人家坐飞

机，我是坐船来的。飞机好像传送门，门

一关一开，就从台北到了上海。而坐船就

有一种渐进过渡的感觉，从长江口一直

到黄浦江，可以看到沿岸很多的风景。那

个经历我到现在还记得。”

一年多前，中国新闻网拍摄专题片

《台胞“申”活（第二季）》，梁忠坐在黄浦

江的轮渡上，对着镜头娓娓叙述着他记

忆中第一次来上海时的情景。

梁忠祖籍福建闽侯，“福建人是中国

近代航海业的重要力量，在我父亲很小

的时候，祖父就带着全家搬到上海，参与

了江南造船厂的建设，父亲长大后也进

了造船厂，后来做了海员，跑了几十年

船。”在梁忠的印象里，父亲会讲一点点

上海话，也会提到一些老上海的东西。也

正是从父亲关于上海的只言片语里，梁

忠和上海有了某种联结。

大学期间，学印刷的梁忠发现自己对

于报导、传播、文字图像很有兴趣，因为印

刷传播系也有一些这类型的必修课，比如

摄影、暗房、设计等，大学毕业又不想去从

事印刷行业，便决定换个专业，去读了台

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的硕士。硕士毕业 年

后，互联网兴起，梁忠决定到复旦大学继

续深造。于是，多年后，那个坐着船来到上

海的小孩，再一次回到了黄浦江畔。

想要留存关于上海的记忆

尽管博士学位念的是国际关系专

业，但梁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自己定

位为“平面设计师”。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影像、设计方面

的东西，绘画更是从小的爱好。我外公家以

前是做运输生意的，有很多客户会寄明信

片、礼物来，那些东西都好漂亮，颜色鲜艳，

设计新颖，于是自己也动笔画，那时候得了

很多绘画比赛的奖，有一次得了一个国际

比赛的奖，我爸当时在海外，从当地中文报

纸上看到了我的名字，高兴坏了。”

梁忠的童年记忆里有不少和上海有

关。有段时间，梁忠想要进行家族史方面

的写作，便去翻阅家里的老照片。看着外

公外婆的合影，他发现外婆手里拎的百货

公司包装袋有些似曾相识。直到有一天，

他偶然在上海的地铁里看到一位阿姨手

里拿着一个同款纸袋，不禁莞尔，原来上

海也有这家百货公司。

由此，梁忠感觉到自己和这座城市的

缘分在千折百转之后越发显得有渊源了。

比如，梁忠在新北市读的中学叫徐汇中

学，他曾经看到校史馆里写着：本校位于

上海徐家汇。来上海求学后，梁忠还特地

跑去徐家汇的徐汇中学看了看。在徐汇中

学的校门前，他发现原来两所学校的校徽

居然十分相似。“后来我还上网查了查上

海徐家汇的徐汇中学，发现它过往的校歌

版本与我当年所唱的极为相似。”

让艺术成为记忆的载体

“小区是陪伴我们每个人最长久的地

方，小区里面的事物、风景，都需要我们花

时间去了解。”梁忠画过自己在上海长宁

所居住的虹仙小区，拿给小区里的阿姨妈

妈们“检阅”。“画得蛮好嘛。”“你们最喜欢

哪一幅？”“这幅好，有上海味道。”画上是

一户人家的窗台，绿色的挡雨棚，一左一

右垂下两盆吊兰，窗前焊在墙面上的不锈

钢架子向外延伸，架子上摆放着主人精心

照料的盆栽，架子下方还藏着一个空调外

机。“这就是最贴近生活的上海。”一位阿

姨称赞道。

有段时间，虹仙小区加装电梯，梁忠

拿起画笔，把电梯加装的过程用速写的形

式记录了下来。“人其实是很容易遗忘的，

如果不把过程记录下来，可能以后大家就

会觉得这栋楼本来就是有电梯的，但如果

见证了它的加装过程，就会明白其中有许

多周折和故事。我们都是年轻人可能没什

么感觉，但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行动不便

的人，就会知道电梯有多么重要。”

目之所及皆为素材，在梁忠的画作

中，晾衣服的邻居、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

等生活日常，都是他描绘的对象，通过这

样的方式，他也更融入社区的生活了。为

了让这些画作能得到小区居民们的近距

离评价，梁忠还打造起“流动美术馆”，让

居民们在出门转角处就能直接欣赏。“我

画画的目的并不是要人家夸我画得好，我

想要的是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共鸣和反

思。”

经过多次活动后，他发起的“速写上

海”活动集聚了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前来

报名，他们用画笔描绘出小区里面的一幕

幕场景，也渐渐地参与到了社区治理的行

列中。

收集上海 50个生活细节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梁忠变得尤

为忙碌。由他和朋友们发起的“市民艺术

家共创计划”正在徐汇龙华会      

          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与此

同时，他主理的“玉兰社区营造”还与长宁

乐民文化服务中心合作，在长宁区工人文

化宫的文创“五一”市集里设置了一处“市

民艺术家体验点”。两处活动均邀请过往

的市民进行免费的绘画创作，无论是否懂

绘画，都可以参与其中。

“每个市民其实都是生活艺术家，每

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看待世界的眼光，能

让自己、自己的周围变得更美。”在梁忠看

来，绘画、雕塑、音乐这些经典艺术固然是

艺术，但艺术决不限于经典艺术，“我们有

幸生在当代，有各种工具、材料和成熟的

课程可供使用。运用这些丰富的资源，即

使什么技法都不会，依然可以成为艺术

家———只要有艺术家的想法与信心。”

梁忠介绍说，此次“市民艺术家共创

计划”旨在集思广益，搜集上海的   个物

件与相关的故事，以“上海   ”为题，进行

深入的艺术创作，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完

善。最终，这些共创作品将于      

          这一展示本地艺术与文

化传承的独特空间里展出，以增强社区的

艺术氛围。

除了“市民艺术家共创计划”，梁忠还

和朋友老田一起整理关于上海生活细节

的摄影作品，希望通过口述历史这样一个

切入点，借助老照片讲述故事，展示上海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面貌、社会生活和

风土人情。“让大家感受到上海在不同历

史阶段的发展脉络和文化特色，从而更加

深入地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更加深

入地了解上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从

而增强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 梁忠从小经常听父亲讲关于上海的故事，在中国台湾的新北市读的
徐汇中学也源自上海徐家汇，这一切似乎注定了他与上海的缘分。在这
里生活了十余年，梁忠于    年成立了“速写上海”兴趣小组，邀请志同
道合的画友用画笔记录身边的人、事、物。梁忠经常思考，上海发展日新
月异，艺术要如何求新求变，才能让更多人感到幸福。去年，他和一群来
自生物、医学、人文领域的专家朋友组成了“玉兰社区营造”团队，旨在以
知识拓展想象的边界，用艺术连接你我。而他最新发起的“市民艺术家共
创计划”就是新想法的具体实践。梁忠希望，让更多对艺术有兴趣的市民
在与艺术家伙伴共同创作的过程中，体会当下之美，欣赏身边事物。

梁忠把上海视为第二故乡，“毕竟人生的黄金时期都在这座城市里

度过，也见证和参与了上海的发展和变化，还是很有意义的。”（本版图

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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