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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喜欢看小人

书，对书中精美的插图非常
着迷，一有时间就尝试着用
纸蒙在上面摹画。”说起自
己的“绘画史”，58岁的王

震华顿时眉飞色舞起来。他
家里到现在还有 200多本
他喜欢的小人书。

可惜的是，高中毕业
后，他失去了继续绘画的机
会，一直在南京某煤矿工
作，整天不是下井挖煤，就
是忙于琐碎的生活，有 30
多年的时间没有拿起画笔。
直到 55岁提前退休后，王

震华才有时间重拾自己的
爱好。
“时间一下子宽裕了很

多，我常常看到鼓楼广场和
北极阁广场上，人们下棋、
看报纸、打太极，静静的，很
美，就想把这些景象画下

来。”在王震华的眼里，这些
众生相是和谐社会的缩影，

他要用笔画出南京的阳光
灿烂、生机勃勃。

今年 6月，王震华构思
并创作了一幅钢笔画，画面
上是新街口林立的楼宇，这
些大楼的下面则是一排排
郁郁葱葱的大树。他介绍

说，南京的绿化不错，特别
是沿路的法国梧桐，成了这
座城市的象征。“这幅画的
主题就是 ‘绿色城市’，城
市就像森林一样。”虽然这
幅画只有巴掌大，但王震华
为了画好路边的梧桐树，还

特地去过两次植物园，静静
地观察树木的形态。
“这幅画我挺喜欢，从

画中能看出南京城的魅力，
但我只画了一幅，觉得不过
瘾。”于是，王震华决定从新
街口一直画到南京火车站，

他要把南京最繁华的一段，
用钢笔画表现出来，“宋代

有一幅著名的 《清明上河
图》，图中描绘的是北宋都

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繁华
热闹的景象。在一些人眼
里，现代生活似乎不能作为
绘画的材料，不够‘雅’。我
不这样认为，《清明上河
图》记录的不正是当时的现
实生活场景吗？现代生活多

姿多彩、日新月异，不用画
笔记录下这些历史瞬间，太
可惜了。我虽然没有经过严
格的专业训练，也不敢和张
择端比肩，但我希望能把城
市的生活和变化，做一个全
景式的扫描，展现出丰富多

彩的新民俗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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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华首先花了 1个

多月时间，每天骑着电动车
穿梭于南京的大街小巷，观
察路上的行人、广场上休闲
的人、社区里打腰鼓的人。
“新街口的大楼多、人

也很多。写生时就有很多人
围观，所以我经常躲在大树

下写生。”王震华不好意思
地说，因为他没有经过专业
训练，画画的水平有限，所以
怕别人笑话他画得不正规。

王震华说，创作《南京

中轴线》 用了近两个月时
间，他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的
人群在画中都有反映了，只
缺一支腰鼓队。“老人们退
休以后，参加社区活动的机
会多了，一个个精神十足。”
可是，他一直不满意自己画

的腰鼓队，画了又画，画了
十多遍还是不行。王震华便
放下钢笔，走上街头，每天
去各大广场看人们打腰鼓。
“天天呆呆地盯着人

看，很多路人以为我是傻
子。”王震华乐呵呵地说，

“画人很难，因为人是动态
的，要画得栩栩如生、活灵
活现才行。”为此，他还特意
带上数码相机，给打腰鼓的

老人们拍了数十张照片，回
家再反复琢磨，经常画到凌

晨时分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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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好钢笔画最基本的

要求就是现场写生。”王震
华说，近三年里，他每周室
外作画时间都在 30个小时
以上，早出晚归，一瓶水、一
袋干粮，不畏风雨日晒，踏
遍南京城寻景致，凝神静坐
绘美景。

有一段时间到玄武湖公
园写生，他每天清晨 5点就
起床，骑自行车到玄武湖，
成为玄武湖公园每天的第
一位游客。去将军山、燕子
矶等远郊，王震华也是骑自
行车前往。

不过，他从来没有觉得
这样做是苦差事，只要能天
天画画，他就高兴。作画时，
王震华常常达到忘我境界，
一次在雨花台写生时，园林

工人一遍遍地告知要给树打
药，可他愣是没有听见，结果

洒了自己一身的药；有时，在
恶气熏天的垃圾旁写生，如
痴如醉的他却闻不到。

王震华坦率地说，目前
南京画钢笔画的人已是寥
寥无几，优秀的钢笔画作品
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一

是有人认为钢笔画的创作周
期比较长，不如其他画种画来
得快；二是一些画家感到普通
消费者对钢笔画不甚了解，怕
吃力不讨好，没有市场前景；
三是不少人认为钢笔画难登
大雅之堂。

他梦想有一天，他的作品
能走进高雅的美术馆展览，让
更多人欣赏。而他接下来打算
跑遍金陵48景，把这些知名
景点全都画成钢笔画，然后出
一本钢笔画册，让大家看看钢
笔线条里的南京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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