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88

15

2013.
09.17

文
化

最美的上海
若干年后，杨遗华以陈村作笔名，成名作家。蒋晓松发现小渔村博鳌，大力推

动，成为“博鳌论坛之父”。黄石呢？陈村给《最美的上海》作序，写道：“后来的黄石

跟绘画疏离，他当过记者，去过北美，寂寞得没办法又回到上海，打一份很艺术的工谋

生，相妻教子。”

当年游欧洲，黄石看了很多弄堂，竟然和上海极相似，仿佛重返江苏路愚园路。“现在

经过旧地，我真不敢回望已魂飞魄散的老屋，只有匆匆逃窜。”

逃窜的终究会回来。几年前黄石化名“三阿姐拉老公”登录弄堂网，《愚园路的故

事》《愚园路上的人》等帖子艳惊四座，并引来了“小众菜园”版主陈村。姜还是老的

辣，陈村很快瞧出了门道，大喝一声：“侬啥人，西（滚）出来！”黄石这才笑呵呵现身。

他在弄堂网的粉丝越聚越多，和作家孔明珠也成了朋友。孔明珠有只猫，取名“咪

咪噜”，她经常讲些“小零小碎的好玩事”，晒喵星人照片。7个月大时咪咪噜曾离家

出走，迷了路，躲在公寓被废弃的地下室长达4天。这启发了黄石。2012年他推出绘本

《咪咪噜外滩迷失记》，让咪咪噜从复兴西路老洋房出发，转到外滩，在万国建筑间溜

达。跟随喵星人的步伐，浦发银行、海关大楼、华尔道夫酒店、外滩五号、外白渡桥……

黄石用画笔依次展现。

今年初，他贴了张铅笔画《小年夜的江西路口》到网上，浦睿文化的陈垦看见后打来

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画100幅上海。他答应了。

无论新旧，他笔下的场景都是鲜

活的，有路牌、红绿灯，有来往车

辆、熙攘路人，有弄堂口闲聊的

爷叔阿姨，以及有房屋外挂着的

空调箱、横七竖八的晾衣竿。

记录上海的人难以计数，记录方式也花样百
出，但是，用100幅画来呈现，尚属首次听闻。
而显然，有如此底气怀如此深情的，一定是位
“上海老爷叔”。是的，他叫黄石，1950年代
生人，自学绘画，又游走江湖数十载，曾出版
绘本《咪咪噜外滩迷失记》。今次更上一层楼，
以彩铅画“最美的上海”。用本书的宣传语说：
“一百年前，一百年后，上海都在这里。”

HUANGSHI
黄石

店、美琪大戏院、百乐门等老上海津津乐道的建筑空间，用彩铅一笔笔画出。

说起来，他最有感情的是邮电大楼。由于父母供职的报社在附近，很长一段时期，他

都会坐电车到此地下车，抬头，便望见那绿色尖顶。彼时他正自学绘画，对这栋塔式钟

楼非常迷恋，“其建筑语言自然流畅，内弧与外弧安排得妥帖，与罗马圣卡罗教堂异曲同

工，怎么做到的？”在他看来，邮电大楼犹如上海飞来峰，“全亚洲找不出第二个。”

黄石的目光并不只投向老地标。他说这次旅行不仅仅为了怀旧，“我更想记录现实的

上海、当下的上海。”于是汉源书店、新天地、田子坊、上海音乐厅等尽皆入画。

无论新旧，他笔下的场景都是鲜活的，有路牌、红绿灯，有来往车辆、熙攘路人，有弄

堂口闲聊的爷叔阿姨，以及有房屋外挂着的空调箱、横七竖八的晾衣竿。“拿掉这些生活化

的元素，就不再是上海了。”

黄石的线条简洁、色彩绚丽，轮廓的勾勒和细部的描绘相映成趣，看似随意实则不乏

匠心，风格接近印象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上海的水土有法国文化的滋润，这是它有别于

中国其他城市最显著的特质。”他说，《最美的上海》可称作“高贵的潦草”，是向莫奈、毕

沙罗、西斯莱等印象派大师致敬。

直至初夏，100幅彩铅才全部完成。他又请来王安忆、孙甘露、金宇澄、王寅、陈东东等

人，配上诗、文，使这本“旅行笔记”图文并茂。

正式出版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官方微博“书香上海”曾连载30天，好评如潮。有一

名爱好摄影的粉丝，特意找到不少画中的场景，用镜头拍下来。黄石看到后惊叹：“居然跟

我画的角度、景物完全一致，太有意思了！”

对黄石本人而言，这趟旅程促使他进一步认识上海。“我一次次惊讶，我们的城市这么

美丽、精致、细腻、悦目。而这些感受，往往来自精心设计的空间。”因此，不管他曾经怎样厌

恶、赌咒甚至离去，“上海依旧是我的恋人。”而《最美的上海》就是写给恋人的情诗。

他们眼中的最美上海

孙甘露：人们在这里出生、玩耍、上学、恋爱、谋生，用眼睛抚摸它的整个外

观，四季中的每一天，一天中的每一分钟，在暮色和晨曦中辨认它。

金宇澄：本埠有两种蝉声，普通“知了”，单调的长音。另一种碧绿色小蝉，上海

人称“叶师太”，鸣声“叶师太……叶师太……”，拖腔，一波三折……“叶师太”极珍

贵，只在思南路等安静的“上只角”的梧桐树上才会有。

王安忆：我将上海设计在舞台上。布景是写实的风格，细节比较烦琐，连墙壁

上小孩写的骂人话都有。后门的门板上钉着牛奶箱，信箱，好几个电铃，铃上贴了十

条胶布，写着“张”或者“李”姓。空调的落水管很仔细地顺到落水管边上，一起放下

来。空调上方，爱惜地罩着绿色玻璃钢的雨篷，或者条纹布的伸缩雨篷。

行动前黄石算了算：如果每幅画要一万笔，100幅就要100万笔，短时间内如何来得

及？于是他选择了最小型的工具——彩色铅笔。他还有另一层考虑，“许多前辈大师都描

绘过上海，多采用连环画、风俗画的画法，讲究场景、角色、戏剧性场面。我想换个角度，更

接近对景写生，留意光线、色彩，对当时当地的光影做最敏感的捕捉。”

黄石希望《最美的上海》并非单纯的绘本，而像旅行笔记，是他在上海闲逛的只言片语。

彩色情诗
从冬天到夏天，黄石跑遍了最上海的空间，将思南公馆、复兴公园、常德公寓、国际饭

山阴路大陆新村

山阴路上一家小小的点心店，因为小笼包而远近闻名，原来我是想画大陆新村，无意将万寿斋点心店收入近

景，后被朋友指认。鲁迅故居在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与点心店隔街相望。鲁迅去大光明看一场美国

大片，去内山书店和日本老板聊聊，就在弄堂口叫一辆三轮车。

现在的山阴路越来越平民化了，所有的人匆匆忙忙为生活奔走，山阴路的书香味也日渐稀薄。

张家花园

上海的冬季阳光颇为珍贵，家家户户在弄堂小空间展开衣被展览，吸存空气中的每一

丝温暖。上海的旧弄堂一般是石库门建筑，走过张家花园，有谁还记得它曾经是上海

滩三大名园之一？一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达官贵人、普通百姓都喜欢的游乐场。1918

年后，张园没落，石库门民居逐步取代。如今，它就是匆匆忙忙市民生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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