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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服务生活，用青春创造美

出生于1992年的杨芳
来自山东济宁农村，到上海
上大学之前，他从来没有想
过，以画笔为支点，自己的事
业发展和人生规划会和这座
城市有如此深刻的连接。在
过去的7年时间里，他和小
伙伴们创作的墙绘作品已经
遍布上海的16个区，从社区
到街道再到城市公共空间，
总面积已经超过10万平方
米。“‘用艺术服务生活，用青
春创造美’是当年我决定创
业的时候，我们美院的院长
给我的寄语。这些年来，我
也一直在践行着当年的初
心。”杨芳说道。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拿起画笔，共创美好
“趁年轻，出去‘闯’一下，不

负青春！”在这样的憧憬下，杨芳
在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上海。之后，这个山
东小伙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师范)
专业，在4年本科的课余时间里，
他做得最多的两件事，一件是在
画室里做兼职老师补贴生活费，
一件是做各种类型的志愿者贡
献青春力量。

“山东人的热心肠是出了名
的，我又是班长，所以每次学校

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我都会去
报名。”杨芳说道。于是，在闵行
区启音学校里，他通过绘画开启
特殊儿童一道道紧闭的心门；在
首届西岸艺博会的展厅里，他通
过讲解将艺术作品背后的理念
传达给观众；在爱心暑托班里，
他连续3年担任校长为孩子营造
美好又充实的假期……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运用自己的专业
特长，杨芳为更多的人带去了更
多的美。

在担当志愿者参与社会实

践项目的过程中，杨芳也第一
次接触到了墙体彩绘领域。在
上海海洋水族馆、K11 购物艺
术中心等上海地标都留下过他
和小伙伴们充满朝气的涂鸦作
品。“平时我也会创作一些大面
积的画作，但是和一整面一整
面的墙绘比起来，那种视觉的
冲击和心灵的震撼是完全不同
的。当时，一颗种子就已经埋
在了我的心里，那就是要用画
笔为这个城市创作更多的美，
为城市播撒艺术。”杨芳说。

作为一个新闵行人，杨芳的
许多墙绘作品都在闵行，几乎覆
盖了该区所有的街镇，一面面原
本其貌不扬的墙壁，因为有了这
些色彩缤纷的涂鸦而迸发出全新
的活力和内容。渐渐地，杨芳的
墙绘作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晓。人们纷纷向这个年轻的团队
抛来橄榄枝，虽然距离他们的目
标——“沪行三里，必现‘绘子’”
还有许多路要走，但是好在，他们
已经在路上。

墙绘看上去很酷炫，创作过
程其实还是蛮艰苦的。为了赶工
期，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杨芳和
小伙伴们都要在户外苦中作乐，
但是每每看到成品，又会觉得一
切都是值得的。“有一次，我们受
委托，正在浦锦南路上画云南少
数民族风情的墙绘。那天的阳光
特别刺眼，虽然烈日炎炎，但是依
旧吸引了不少人来围观，尤其是
好几个小孩子都跃跃欲试，于是，
我干脆分了几支画笔给这些孩
子，让他们也一起参与进来。”杨
芳回忆道，“这件事情也给了我新
的灵感，我们不仅要通过自己手
中的画笔创造美，还要让更多的
人，尤其是年轻人、小朋友加入进
来，一起共创美好。”

那段时间，杨芳往往是白天
在外面绘墙，晚上回画室上课，在

他的每件衣服上几乎都可以找到
颜料泼洒的痕迹。“我的画室在一
个老小区，那天我回到画室，站在
窗口望出去，恰好看到对面非机
动车停车库入口处的墙壁已经破
旧不堪，我当时就闪现出一个想
法：邀请小区里的亲子家庭一起
来参与手绘墙画，美化小区。”杨
芳说道。经过古美路街道团工委
的牵线，他联系上了居委，结果这
个活动非常受欢迎，一下子来了
30多个家庭，后来，这个共创活动
发展成了美育项目，小区里陆陆
续续有五个非机动车停车库都通
过这样的方式穿上了不同主题的
漂亮衣裳，有关于中华传统文化
的，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让
这个有着20多年房龄的小区更
加美丽了。

最近，这个名字叫“一起约
绘吧”的美育项目再次升级。在
杨芳家所在楼栋里，他不仅动员
邻居一起参与楼道的美化工作，
而且还要将这里开辟成美术
馆，“我们这个小区建造于上世
纪90年代，新搬来的住户几乎都
是年轻的三口之家，在墙绘工作
结束后，我还挂了几个画框上
去，邀请楼里的小朋友将自己的
画作放在这里，以个展的形式展
出，第一个小画家是家住五楼的
三年级小学生，效果非常好，孩
子的获得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三绘子’原本是指我们三
个创始人，而现在，已经代表着一
群致力于通过画笔让城市更加美
丽，更有温度的年轻人。”杨芳说
道。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参与
绘制的高校学生和社区志愿者已
经超过2000人，公司也已经慢慢
发展成一家集平面插画设计、社
区营造、空间设计为一体的综合
文化设计公司，2023年10月，作
为首批企业搬入了位于古美公园
旁的上海首个城市家具产业园
区，将通过更多的维度去创造这
个城市中更多的美好。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有了这些“走出去”的经历，
杨芳越发觉得，美术学专业的学
生的作品，不应该只是平躺在学
校的画室里，这些美应该被更多
的人看到，他与同班同学王航海
决定在校外举办一场画展。

“我们学校旁边的桂林公
园特别美，我第一个想到的场
地就是那里的大草坪。”杨芳回
忆道，“于是，我敲开了园林管
理办公室的大门，向相关负责
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虽然这
次拜访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并

没有让他停止前进的脚步，接
着，他又敲开了漕河泾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办公室的大门。“当
我向主任说明自己的来意后，
不仅获得了他的肯定，而且还
得到了 5000 元的布展资助，这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无疑是
极大的鼓舞！”说到这里，杨芳
的眼睛里依旧充满着兴奋和感
激。在这次的交谈中，杨芳得
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里往往
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唯独缺少
年轻人的身影，这也正是主任

如此支持他们的原因。这给了
他新的启发：办完这次社区青年
绘画作品展后，要组织更多的同
学来到社区，为这里增添一抹抹
新的色彩和一股股新的活力。

为了可以在这个来之不易的
首展中呈现出更加风格多样的作
品，这两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
轻人每天都在宿舍里从早到晚不
停地画，而最终展览的成功举办
也给了他们应有的回报。如何将
画笔延伸到更多地方，成为了杨
芳他们探索的新方向。

走出画室，将美延伸

“有一次去老师家里做客，他
家位于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的一个
小区。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
走进上海的小区，作为一个外地
来的学生，我一直住在学校宿舍
里，小区里的温馨氛围一下子让
我有了一种归属感。”于是在大学
毕业后，杨芳在老师家对面的小
区里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画
室，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了解
美、享受美、创造美”成为更多人
的一种日常。刚开始的半年，画
室完全入不敷出，靠着杨芳借来
的几万块钱支撑着。一方面是因
为画室刚开不久，来学习绘画的

学员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在为数
不多的学员里，还有不少是为社
区做保洁、保安工作的外来务工
人员的孩子，画室提供的是公益
课程。“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陪伴孩
子的时间并不多，这让我想起自
己小时候，父母因为忙于生计也
没有空陪伴我，绘画不仅给了我
极大的心理安慰，之后也改变了
我的命运，所以我也想和这些孩
子分享由绘画、艺术所带来的改
变，让艺术在他们的心中绽放出
斑斓的光彩。也许会在他们未来
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发挥不一样
的作用。”杨芳说道。

画室的开放时间是在放学
后以及双休日，白天，杨芳则在
一家文化创意集团担任董事长
办公室助理。巧的是，当时他
所在的园区正是某联合办公巨
头入驻上海市场的第一站。看
到联合办公里面一家家小微企
业，让他刷新了对开公司的认
知：原来两三个人也是可以创
业的。这不禁让他心中的那颗
种子又重新生长了起来。于是
他决定辞职，和当年一起开过
双人画展的王航海，以及学妹
裴佳丽一起创办“三绘子”，开
启了职业墙绘生涯。

扎根社区，未来可期

杨芳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起“三绘子”。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杨芳希望通过画笔让城市更
加美丽，更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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