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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老房子的“腔调”

上海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

我从小生长在石库门弄堂，十分喜欢上海

的老建筑。2001年，上海某纺织厂拆除，

利用场地建了一家饭店。饭店的老总蛮

有创意，做了108间包房，每间包房都以

一条上海马路的名字来命名。他邀请我

给每一条马路画一幅漫画，作为房间标

识。我跑到书店，把当时能找到的介绍上

海老建筑的书统统买回来。从那时起，我

从欣赏、学习老房子变成系统创作老房子

漫画，从一名纯粹的“老房子爱好者”变成

了“业余研究者”。

2022年恰逢第八届邬达克建筑遗产

文化月开幕、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

刊上的漫画专栏《智慧快餐》刊出30周年，

“夜光杯”和时任邬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

一起策划，在邬达克纪念馆做了一个展，主

题就叫“老房子遇上漫画家”，很合我心意。

要知道，自从那次画了上海百余处地

标建筑，我就和老房子题材的漫画创作结

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年，我对老房子漫画

的创作一直没有停下。我认为“喜欢老房

子”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浅

层的了解，比如，这座建筑在哪个年代建

造、属于哪一种风格。但如果你真的喜欢

老房子，一定要进入第二个阶段。那就是，

你要走进老房子，去了解这座老房子的前

世今生以及里面发生过的故事，这是老房

子的灵魂。有些老房子外面还是老样子，

但里面已“大动手术”。看老房子，一定要

看原始结构。破和旧都没有关系，那是岁

月的包浆。修复老房子，千万不能让它“返

老还童”，而应秉承“修旧如旧”的理念。这

是我对老房子的认识。

上述“喜欢老房子的两个阶段”不是我

的发明。我是跟徐汇区房地局前局长朱志

荣学的。他教我的这些方法与国际上通行

的理念一致。每当有人问我如何欣赏老房

子时，我总会将这番话再讲一遍。

无论是画“智慧快餐”，还是画老房子，

我都崇尚简约。如何实现？很简单，做减

法。我每次打好草稿，如果一张草稿上有

20根线条，那么我正式勾线的时候，可能就

会把线条减少到10～12条，有时甚至更

少。减到不能再减为止，只要这幅画能反

映出我所画对象的特点就可以了。在这个

过程中，除了“简约”，我还会运用“夸张”等

艺术表现手法，以实现最终的目标——画

出老房子的灵魂和神韵。

比如，画邬达克旧居，我画的斜顶会

比建筑本身的斜顶更斜，我画的烟囱会比

现实中烟囱的高度更高。这就是“夸

张”。这幢旧居的窗密密麻麻，我就有序

地做了减法。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

拿我的作品和建筑的照片对照着看。画

老房子，我还有一条心得——要把老房子

当成一个“人”来看。像邬达克旧居，我就

当它是一位老爷爷。既然是老爷爷，你就

要画出他的年纪，画出他的表情和肌理。

老房子上的岁月痕迹、斑斑驳驳甚至残缺

不全，都是画家应该捕捉的。用上海话来

说，就是要把这栋房子的“腔调”画出来。

把描摹的老房子当人来看，人有表情、有

灵魂，房子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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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可阅读的导读

指南。书中用条条

马路和座座建筑叙

述西风东渐的上海

史，把一幅上海的历

史长卷展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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