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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接了放学的
孙子，将手里的苹果
皮一点点啃掉，递给

了小孙子；年轻的妈妈一手攥紧了婴儿车的
扶手，从上车到下车就没松开过……这些地
铁上的众生相，都成为了金伯文笔下的画
作。这位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工艺美
术师，每天上下班乘坐地铁时所画的速写，5
年来已经积累了1万多张。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

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
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
大家分享，请与本版联
系：qnbxiaorenwu@so-
hu.com

在沪生活十多年的工艺美术师每日坐地铁上班速写众生相

“画笔无法表达平凡人给我的感动”

“最开始就是觉得通勤
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大概是
画了 1 年左右，我就觉得不
能只把这当成是一种练习，
而是应该用自己的艺术特长
来记录一些东西，为生活做
一些创作，表达一些主题。”

金伯文是从2013年开始画
起地铁速写的。他家住松江，每
天要乘坐地铁9号线，再转7号
线，才能到达工作单位，路上往
返需要三个多小时。

“最开始就是觉得通勤路上
的时间太长了，就想着不要太浪
费时间，干脆画点画，提高点技
艺。”那段时间，由于繁忙的工
作，金伯文已经很久不画速写
了，抱着练技的简单想法，他开
始了每天在地铁上的创作。他
也没想到，自己会一画就是5年。

金伯文惯常所站的位置是
正对地铁门的斜角落，因为可以
方便地观察到大部分车厢乘客
的情况。站好位置，从包里掏出
速写本，一支速写钢笔，他斜倚
在角落，一边观察着车厢里的
人，一边刷刷刷地就开始在纸上
涂起来。一站路过去，一个人物
的轮廓就已经栩栩如生地出现
在画本上。

每天早晚高峰上下班的路
上，金伯文都会重复这样的过
程。“刚开始画的时候，速度没这
么快，那时早上7点不到坐上9
号线列车，从松江体育中心站出
发，一直坐到合川路站，大概40
多分钟，也就能画上2-3幅成形
的作品。”金伯文告诉记者，画了
1年多之后，他的速写技艺就大

大进步，每天上下班都能画出十
几幅作品。5年下来，他累积下
的速写作品已经有了1万多幅，
叠起来有半张椅子那么高了。

作画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
占用不了很大空间，但有时候地
铁实在很挤就没办法画了，他就
会利用那段时间认真观察。慢
慢的他也发现，地铁就是个不折
不扣的小社会，每天都会发生着
很多小故事，每张脸的背后其实
都有着千言万语。

“大概是画了1年左右，我就
觉得不能只把这当成是一种练
习，而是应该用自己的艺术特长
来记录一些东西，为生活做一些
创作，表达一些主题。”金伯文
说，速写作为方便实用的绘画形
式，是最能表现生活场景及动态
人物神态特征，而在地铁车厢这
个小社会里，每天也有取之不尽
的素材，充满着人生百态，诉说
着众生众相。

乘客给老奶奶让座，老
人鞠躬致谢；拥挤的早高
峰，一直在地铁入口站立着
大声引导人群的地铁工作
人员……“正是这些平凡可
敬的人们，带给我心灵的触
动，远远不是那些粗浅的线
条所能表达的。”

年轻母亲半个身体探出座
位，两手牢牢抓着婴儿车，视线专
注，眼里只有婴儿车里的宝宝，胖
乎乎的宝宝手里拿着面包片，正
津津有味地吃着，笑得开怀。

一对刚上车的爷孙，孙子拉
着爷爷的胳膊欢快地“汇报”着
学校里的趣事，爷爷一手拿着个

苹果正递给孙子，手上拿着的塑
料袋里是一堆苹果皮。

面对面站着的一对女中学
生，在护柱的两头亲密地头靠着
头，共用着一对耳机线，分享着喜
欢的音乐，相互愉快地轻声交流
着，看起来就应该是无话不说的
好朋友，青春的面庞洋溢着活力。

“这些画面给我的感觉就是
满满的爱。”金伯文说，地铁车厢
时有晃动，但因为妈妈一直扶着
车，婴儿车一直很稳，宝宝笑得很
开心，母亲眼里也全是幸福。爷
爷给孙子的苹果，外面的皮是他
一口口啃下来的。分享同一根耳
机线的女学生，亲密无间，似乎每
天一起乘坐地铁上下学的时间就
是最快乐的时光。这些看似平常
的举动，却都特别有爱。

在他的速写中，也充满了各
种真实的生活写照——没有座
位，背着大大的书包，靠着扶柱
疲倦地闭目养神的放学少年；下
了班，好不容易有个座位，坐下
就累到打瞌睡的白领青年；即使
是在下班路上，也在抓紧时间用
电脑认真加班的上班族……

每画一个人物，金伯文都会
从这个人的站姿、坐姿、动作、神
态中去猜测这个人的身份、情
绪，联想他背后的故事。 早上
上班的地铁上，对面的一位男青
年，懒懒地靠在地铁自动门边发
送着信息，看着他那专注的神
情，金伯文会暗暗猜测是不是正
在给心爱的女朋友发微信；上班
地铁上，一位大爷年纪虽然挺
大，但穿着却很“潮”，还戴着时
尚的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中，金伯文会感怀这种不服老的
心态。

他也会画那些让他感动的
瞬间。朴素的城市建筑者，身着
工装，乘上地铁，为了不弄脏座
位，宁可坐在地上；乘客给老奶
奶让座，老人鞠躬致谢；拥挤的
早高峰上，一直在地铁入口站立
着大声引导人群的地铁工作人
员……金伯文说：“正是这些平
凡可敬的人们，带给我心灵的触
动，远远不是那些粗浅的线条所
能表达的。”

“我希望上海能越来越
好。我自己也在成长，因为
地铁速写接触了不同行业、
不同人群，扩大了我的创作
视野，让我的生活丰富多
彩，更充实快乐。”

也正因为如此，金伯文坚持
每天画速写的同时，还会挑选一
部分作品，回家后用水墨或是水
粉进行再创作。“毕竟速写只是
记录，要呈现出完整的情绪，还
是需要再创造，才能成为一幅作
品。”每天漫长的下班路回去后，
吃完饭，哄完娃，要到晚上十点，
他才能开始这样的创作，虽然辛
苦，却乐此不疲。

5年的地铁作画生涯，金伯文
说他自己见证了地铁的飞速发
展，也见证了地铁上的各种故
事。画作能放大细节，讲述故
事。他既想用这些作品赞美那些
美好的、温情的，也希望能说明当
下上海的色彩、温度和情绪。

在他的人物速写中，同样看
得出不少现代社会的焦虑、疲惫、
淡漠和浮躁。金伯文的一幅作
品，画的是一个群像。冬天的上
海地铁，坐着的人们都裹着厚厚
的棉衣，而男女老少中大多数都
低头看着手机，画面里唯一抬着
头的是有一张外国面孔，他头靠
着挡板玻璃，看着四周，有些迷
惑。“在我坐地铁的这段时间，大
部分时间，看到的大多数人，都是
低头看着手机的。”金伯文说，看
书的人很少，学习的人很少，大部
分在刷手机、打游戏、看片子。至
少在他乘坐的线路上，是实情。

“我希望上海能越来越好。”
金伯文说。他是北方人，大学学
的工艺美术，毕业后就来上海工
作了，也在这里成了家立了业。
他很喜欢上海，因为这个城市是
个“努力就有希望”的城市，他也
喜欢这座城市的节奏，充满了生
机和活力。

他喜欢这里的人。有人对
他在地铁上作画不理解。他碰
到过有当场指责他侵犯了肖像

权的人，也碰到过要求他立刻撕
掉画作的人。但他遇到的大部
分人都很善意。

“有一次，我用钢笔快速勾出
对面3位乘客的轮廓，身旁一位
老人拍下了我的画，还说要让学
画的女儿也来学习我这种用心的
态度。”金伯文说当时感觉心里特
满足。还有一次，他为一位孕妇
让座，站着帮她和周边乘客画了
幅速写，没想到她特别喜欢。他
还遇到过有外国友人看到他在作
画，向他竖起大拇指说“very
good”。这些善意都对他是种鼓
励。“让我决心要一直画下去。”

金伯文还因此认识了很多新
的朋友，加了他的微信，至今还在
和他联系。他遇到过一个当兵的
女孩，平常就喜欢自己画画，看到
他2分钟里给她画的速写后，特
意保存了下来，这两年里一直在
向他请教画画的问题。也遇到过
从没学过但喜欢画画的男孩，听
了他在地铁里画画的故事后，开
始有勇气决定自己也尝试亲手画
一幅。“有些事不敢做，可能就一
辈子都不会做。”

“我自己也在成长，因为地铁
速写接触了不同行业、不同人群，
扩大了我的创作视野，让我的生
活丰富多彩，更充实快乐。”他还
加入到了一个速写上海的群里，
这里有很多用画笔速写上海城市
不同风景、人物、建筑、故事的同
好，大家一起交流，也都怀抱着同
一个梦想：记录上海，感受上海。

金伯文说，他仍然会继续画
下去，希望将来能办一场地铁生
活速写作品画展，让自己画笔下
的“地铁温度”能感染更多人。

一张关于地铁工作人员的速写作品。金伯文说，正是这些平凡
可敬的人们带给他心灵的触动。

金伯文每天上下班速写地铁众生相，5年来已经积累了1万多张作品。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