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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云龙在无锡是颇有知

名度的画家，用他自己的话
说：“我一张画至少价值 1万
元，为什么跑到南京来？为的
就是画一张‘手绘地图’。”

去年10月，江苏金威测
绘服务中心的无锡分公司，出
版了一张无锡的交通旅游图，

想在再版时用江云龙的摄影
照片。江云龙欣然同意。精挑
细选之后，他带上18张无锡
景点风光照片，奔赴南京，和
该中心的总经理王宏业会面，
一谈即成。

王宏业一直有个用笔画

出南京旅游景点地图的设想，
和江云龙一说，江云龙兴趣立
刻来了：这是件好事啊！十朝
都会应该有一份能够代表南
京风貌、别具特色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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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笔绘出一张南京地

图，不深入渗透到六朝古都的
文化底蕴中，肯定是不行的。
近20本关于南京历史、文化
的介绍书籍“入肚”后，江云
龙心里有了底。踏上一辆自行
车，江云龙上路了。

这一“踩点”，就是整整

6个月。从 2005年 12月到
2006年5月，冬春二季，江云
龙大部分时间都客居在南京。
“一个景点不是去一次

就够的。”江云龙说，阴天、雨
天，白天、夜晚，每个景点的色
彩韵味都会有差异，不同时间

不同天气都要去看。“靠钢笔
写生，先素描出景点，一个景

点常常一待就是几天，从不同
的角度画，画出三四十张。”
“有时由于建筑物阻挡

的原因，一个景点的外观是不
可能看到全貌的。” 江云龙
说，比如民国公馆区，整体的
风貌很难找到一个角度看到，

怎么办呢？“我爬到宁海大厦
顶楼，先用照相机拍照，再对
照片细细琢磨。”之后，再对
照照片，用钢笔画出来。

阅江楼，去了 6趟；夫子
庙，去了20多趟，每到一个
地方，先拍照再速写，江云龙

还要做观察记录，所带的一本
“旅游介绍”书中 ，夹满了注
释的小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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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厚厚堆积着的第

一手资料，怎么把这些图片和
写生“点缀”绘制进地图中，
江云龙难以取舍。因为确定的
手绘地图尺寸是长 72厘米、
宽54厘米，一些大的写生作
品根本放不下，最后只能是电
脑扫描后，缩小了比例纳入地

图，效果大打折扣。说到这些，
江云龙很是遗憾。

对一些景点的图案选择，
也让江云龙颇费心思。他举例
说，比如民国公馆区，优秀建
筑片区，每个公馆都有自己别
具一格的特色，上哪个合适

呢？最后，难以取舍的江云龙
只得选择了一个大体似民国
风格的青瓦建筑图像，意到即

可，寥寥数笔，神韵已到。
有的东西就来不得半点

含糊了，比如南京大学选哪个
标志？毋庸置疑，肯定是南大的
北楼了。江云龙说，北楼是前中
央大学的遗迹，是南大一脉相
承下来的特有标志，其他的建
筑在它面前，就都逊色了。

一张标有南京新48景的

手绘地图，就在江云龙的生花
妙笔中诞生了：地图黑灰色点

缀钴蓝色，古朴厚重中，历史
沧桑感忽隐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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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地图才用了手上

1/10的画，绘制完成后心里
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江云龙还有一个设想。

他想画一幅类似于 《清

明上河图》的画卷，切入点就是
南京的十里秦淮风光带。江云龙

说：“到南京来了，想带点东西给
无锡老家的朋友，但是除了盐水
鸭，好像就难以找到其他代表性
的东西，如果有幅画能代表南京，
岂不是一桩美事？”
“十里秦淮图” 的定位和

《清明上河图》一样，用现实主义

手法创作的风俗长卷，对市俗生
活进行浓重描绘。江云龙说，初

步的构思就是以夫子庙为 “轴
心”，展现现代人的生活、展现现
代的建筑，画出来后，应该比现在
的手绘地图更有冲击力。

从一个对南京一知半解的无

锡人，到现在一个对南京旅游景
点、大街小巷烂熟于心的画家，江
云龙对南京的感情一直在延续
着。 ABC< DEF G ) H

IJKLMNOPQ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