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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11

一 开启乡愁
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充满了童年记忆

的故乡总是美的。 在都市满目的水泥丛林映
衬中，脑海中那些低矮、拥挤的房屋和泥泞的
小路的记忆一定是剔除了当时的肮脏与不
便，只余美好。

黄根裕对故乡有着深厚的乡愁， 习画数
十载， 他最喜欢的还是带上一支钢笔和速写
本，到远的近的江南古镇采风，奉贤的庄行、

青村等古镇，崇明、南汇的古镇都留下过他的
足迹，浙江南部丽水的古村落他也时有涉足。

“坐在河边，用钢笔勾勒着那些老屋充满
美感的线条，总感觉回到了往昔。 ”黄根裕感
叹。 他的钢笔画作品《江南早春》就反映了他
儿时生活的意境，春江水暖，绿树成荫，妇人
从青砖黛瓦的老屋前拾阶而下，到溪边濯衣。

今年 59岁的黄根裕自幼喜爱绘画，在故
乡奉贤金汇古镇是有名的小画家， 从小学到
中学，美术画廊、黑板报都是他一手承包。 后
师从著名画师学画，年仅 20岁画作便入选上
海“江南之春”画展。 在掌握了水粉、国画、版
画等多种创作技法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
一册外国风景钢笔画深深震撼， 画中细腻的
线条和独特的意境强烈地冲击着他的眼球和
内心。 从此，一支钢笔成了他最好的伙伴。 凭
借深厚的美术功底， 黄根裕在钢笔画领域很
快崭露头角。2003年，他的钢笔画作《月是故
乡明》入选第十二届上海“江南之春”画展，

2007年 11月，描绘故乡金汇镇风貌的作品
《江南古镇万家春》荣获上海群文美术大展入
围奖，2010 年 9 月，《江南绍兴临河人家》

《盼》两幅作品同时入选全国第四届钢笔画画
展。 至今，他已有 100余幅钢笔画精品力作，

并加入了中国钢笔画联盟。

说到 《江南古镇万家春 》 （145cm ×

62cm）， 这既是他最得意的三幅钢笔画巨作
之一， 也是他凭记忆和想象在画纸上复原故
乡的乡愁系列开端。

二 追寻记忆
奉贤金汇古镇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在

这里他度过了最幸福的童年时光， 镇上一条
条小巷、一条条河浜、一座座房屋，都深深地
印在他的脑海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时的记
忆愈加深刻，时常梦回故乡，看到顽皮的自己
和同伴在河中游泳、嬉戏，小伙伴们三五成群
去摸螺蛳，路过人家菜园时看到黄瓜熟了，就
顺手掰一个来吃。

“那时候菜园都没有围墙、篱笆，街坊邻
里之间非常融洽，谁家煮了汤圆、馄饨，都会
端一碗送给邻居尝尝，特别有人情味。 要是
有人一个月没回来， 走在镇上无论碰到谁，

都会把镇上发生的事情给你讲个遍。 ”黄根
裕回忆。

可惜，上世纪 70年代金汇古镇在开河的
过程中，被整体拆迁，古镇大部分消失了，黄
根裕家的老宅也在这时消失了。

2008年，黄根裕在创作时突然兴起一个
念头：他要把逝去的故乡、老屋和儿时的回忆
活生生地展现在画纸上！他想象中的画面，当
如《清明上河图》那样，看得到当年的街坊，听
得到小贩的叫卖，闻得到灶间的饭菜香。

他一次次回到金汇， 而当年古镇的遗存
仅剩两棵老树和一处民宅， 其余则充斥着现
代建筑，“根本找不到古镇的感觉”。黄根裕遗
憾之余， 更加坚定了用画作还原家乡风貌的
意愿。

凭借儿时的记忆、 搜集到的史料和老人
们的口述，黄根裕用半年时间，终于绘制成他
心中的故乡。这幅画不仅寄托了他的乡愁，更
由于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生动、详尽的写实性
画面，立即引起共鸣。

三 第二故乡
时隔 6年， 老友奉贤区史志办主任丁惠

义对黄根裕的这幅画记忆犹新。

丁惠义在奉贤生活了几十年， 研究奉贤
历史， 他始终遗憾历史悠久的奉城古镇没有
一幅全貌图。 2014年，借古镇开发之际重新
整理资料，他突然想到黄根裕的《江南古镇万
家春》。

史书有记载“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筑
青村堡，置守御千户所御寇，建有周长百里，

墙高二丈五的城墙”。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
“青村城在金山城东一百里，周围六里，高二
丈五尺，池广二十有四丈，深七尺余。 城门四

上各有楼，外各有月城楼四，敌台十有一，箭
楼二十八”。 史志叙述的青村城，就是明朱元
璋委派的信国公汤和督造的奉城古镇。 这个
古镇集政府、庙宇、学署、祠堂、城隍庙、民居
于一体，四周有坚实的围墙。 然而，这座古镇
在 1937年遭到日军海上来袭的炮火狂轰滥
炸，毁于一旦。残余建筑也都在日后的岁月中
被陆续拆除， 仅被修缮过的北门和佛阁庙留
存于世。

“我马上跑到他画室，问他有没有兴趣，

把古城画出来。 ”丁惠义说。 这个建议一下子
燃起黄根裕的乡情。奉城是他母亲的家，可以
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每年寒暑假，黄根裕都会
跟着母亲到外婆家玩， 他对奉城大街小巷的
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金汇。

两个老友一拍即合。 丁惠义给他找来清
光绪年间至民国初期的奉城城区图和局部
图，上面标着县府、文庙、言子祠等标志性建
筑和街道的位置。

黄根裕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这幅画的创
作，他想要的画作肯定不是刻板的沙盘，更不
是古镇的平面图， 他要的是记忆中那座气派
繁华、活色生香的古镇。

四 六访古镇
丁惠义陪他去奉城古镇实地考察了一

次，在后来的创作中，黄根裕又六赴奉城。 他
带着相机、速写本和记录本，跑遍了残存的古
镇遗迹，量出各式房屋废墟的长宽高，推想出
建筑原来的模样。

“现在去要跑到各个角落看，街上的民宅
都改造了，角落里的几个大户人家还在。 ”黄
根裕说， 一进弄堂， 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又来
了，弯弯曲曲的小路，没有粉刷的青砖露在外
面，瓦片上的灯草和墙根的青苔都还在。

“我记得小的时候， 在奉城镇上到处逛
街，爬到土城墙上玩，城墙的包砖都没有了，

夯土还在。城墙高得很，当时看下面的房子密
密麻麻的，记忆特别深刻。”黄根裕回忆。他的
表姐还在奉城里住，当时舅舅还健在，他告诉
黄根裕很多关于古城的细节， 比如南城门外
的大树下的一口古井。 为了画出县衙门的细
节， 他还特意去了崇明一处保存完整的县衙
遗址写生。

走街串巷的过程中，黄根裕得遇几位 80

多岁的老人，看见他手中的记录本，老人们热
心地讲起古城的历史。 “他们告诉我，官员都
是从西边的水路过来，到西门水桥下船，一直
向东，进入到县衙。还说到奉城很重要的一条
街就是奉贤街，街上有城隍庙、言子祠，每次
庙会的时候，就会搭起一个个的台子，唱戏、

杂耍，各种各样的表演。 ”

他决定将画的主题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农历九月初二庙会， 这天古镇城里城外来赶
庙会的人川流不息，各种演艺活动，嫁闺女娶
媳妇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花了大半年搜集资料之后， 黄根裕终于
铺开了画纸，而在准备的过程中，他也始终在
打着腹稿，构思画作的布局和起笔。

五 泼洒亲情
无乡愁不落笔。 在奉贤南桥镇清幽的画

室中，黄根裕展开画桌，铺好画纸，在铅笔画
好线条构图的画面上， 找准奉城古镇南门的
位置，轻轻地落下第一笔。这是他每次和母亲
回外婆家进入奉城前第一眼看到的地方，是
他最熟悉的情景。如同他创作《江南古镇万家
春》一样，最先找到了自家老宅的位置，画下
第一笔，由此铺陈开去。

在绘制脑海中逝去的家乡时， 他既是辛
苦的，又是幸福的。他一次又一次重温了儿时
享受的母爱和外婆的温暖， 重温了孩提时代
在古镇中无忧无虑的时光。他说，画金汇的时
候，好几次停下来，回忆镇上的老人。 画到某
一条街某一间民宅时， 他好像从大门里看进
去， 又看到那几个老人聚在一张八仙桌边喝
酒， 后面的木头隔板上是剥了蟹钳取出的白
翅做成的蝴蝶；还有箍木桶的孤独老人，总是
在一盏低垂的灯下箍着木桶。 “记忆中的这些
情节是永远抹不掉的。 ”

他在这幅充满乡愁的画作中融入了绵长
的思亲之情。画面中，镇上一户富裕人家嫁闺
女，四名轿夫抬着花轿走出南门，乐手们吹着
唢呐，亲人们竖起竹竿，放着鞭炮。码头边，迎
亲的红船装满嫁妆，已等待许久，喜庆的场面
呼之欲出。 而这正是黄根裕想象中母亲出嫁
的场面，当年母亲就是从奉城南门抬出，上船
走水路嫁到了金汇。

他始终认为， 没有感情是画不出这样的
奉城古镇的。

六 纤毫毕现
黄根裕一丝不苟地绘制着这幅寄托了他

无限乡愁的作品，他整整用了两年时间，其间
丁惠义多次到访画室看画的进程， 得到的答
复都是“不要急，不要急，还有哪里画不好”。

在创作中，他多次停笔。只要脑海中对一个场
景的感觉是模糊的，他就一定会停下笔来，到
实地去看，看个透想个透，再回来重新动笔。

他要画出来的作品，让镇上的老人一看，马上
就会有同感，说一声“哎哟，这里是我家，那里
是牌坊”。

《九月初二奉城古镇庙会图》（200cm×

110cm）问世后，沪上媒体争相报道。 人们津
津乐道画中的场景： 从南门至北门及各个十
字路口边的商店都开门大吉，店伙的叫卖声，

孩童的奔跑叫喊声，不绝于耳。熙熙攘攘的人
群涌入各家店铺，挑选着上海来的洋火、百雀
灵、正宗老牌香烟；从吊桥入城门后的主干道
上，有搭台唱戏的，有耍拳卖药的，有舞龙舞
狮的， 有大小滚灯表演， 还有西洋镜和皮影
戏。 城门头上贴着“苏州评弹”“牙医”“中医”

“药房”“止痛膏”和“寻人启事”等广告，一些
人正伸长脖子，踮着脚尖在看。

南门（镇海门）城墙门楼是重檐二层回廊
式三开间门楼，显得高大、雄伟、威严。 东门
（朝阳门）、北门（拱辰门）、西门（阜成门）镇守
各方， 无论站在哪一个门楼上俯视内里，衙
门、祠堂、文心阁、庙宇、文昌阁、城隍庙、学
署、各式民居鳞次栉比，一切都在画中复原。

城隍庙一带也相当热闹。 城隍庙、 财神
庙、灶君庙、同善堂、节孝祠、言子祠在西北角
构建起的三大建筑群， 这是供老百姓烧香拜
菩萨、年初接财神的好地方。石牌坊后的大戏
台当时正在演出戏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场
地上人头攒动， 还有不少人陆陆续续从北门
外走来……

画中生动的细节更在小处，城墙边的排
水口， 船的样式， 民居甚至茅厕都各不相
同， 城中多地袅袅升起的炊烟也是黄根裕
的匠心之作，仅炊烟飘起的样式，他就设计
了许多稿。

七 同根同源
近两年，黄根裕再受丁惠义所托，绘制了

黑白与彩色两版的 《南桥源———鼎丰开市
图》，此画曾入选 2019年第十届上海美术大
展。 鼎丰酱园厂是许多奉贤人心中难以割舍
的记忆，鼎丰乳腐、酱油、老白酒、米醋和甜酱
的香味曾经飘荡在奉贤家家户户的灶间。 随
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升级， 鼎丰已
迁往新址， 旧址遗留的建筑区域重新设计规
划，成为奉贤的网红地标。鼎丰酱园 150多年
的变迁史也正是南桥源起、兴盛的历史，绘制
这幅图对品味南桥、理解南桥意义非凡。

这幅黄根裕再次投入情感与心血的作品
中，还蕴含了许多南桥人的乡情。 落笔前，黄
根裕走访南桥古镇 92岁的老人赵仁予，老人
家喜爱历史文化， 南桥每一户商家的名字和
位置他都了然于心， 他还画出了解放初期南
桥镇商铺的平面图， 将每家店铺的名字都标
注得一清二楚。河边最有特色的一处建筑，黄
根裕曾在上世纪 80年代对照写生，丁惠义也
曾抱着儿子以它为背景留过影， 但直到它被
拆掉，两人从不知道它到底是派的什么用场，

还是赵仁予老人解开了个中奥秘， 原来这是
一家医院，名为“剋钟”。

创作完成之后， 黄根裕和丁惠义为它的
题名绞尽脑汁， 却总不满意。 丁惠义灵机一
动， 求助万能的朋友圈。 南桥文化圈为之沸
腾，大家纷纷献计，最后奉贤高级语文教师、

散文作家高明昌一锤定音：鼎丰开市图。而画
卷上的题字， 是特地请奉贤区美术家协会主
席蒋辉尧赐的墨宝。 跋序由丁惠义拟定：“鼎
丰自清同治年间迁住南桥， 与南桥结缘 150

余年，南桥因厂兴镇，鼎丰因水旺市，鼎丰之
地可谓南桥之源也。 ”

文明的推进总是会带走许多令人不舍的
过往，对故乡的记忆是人们共情的根源，对黄
根裕等人而言，这早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

而是悄然附着于心的使命与牵绊。

中
故里

在用各种方式还原乡愁的
记录者中，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
员、奉贤籍钢笔画画家黄根裕是
很特别的一个。十余年来，他用
巨幅钢笔画还原了自己儿时生
活过，而今已然换了模样的金
汇、奉城和南桥等古镇。2米长的
画卷中，街市繁华，人物生动，传
神再现。设若画纸魔幻般地消
失，人们可能便即刻穿越，成为
画中人。

本报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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