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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暑期，“漳州明信片”古城集章点人头攒动。
一个不足1平方米的小窗总是街上最热闹的地方。

红砖的闽南古厝、壮实宏伟的石牌坊……借助
艺术家之手，一处处漳州景观定格在明信片上，形
成独特的城市记忆剪影。

售卖窗口前，游客此去彼来，明信片纸短情
长……

明信片有好几个系列。其中，脱胎画家游海杰
水粉画《漳州老街》系列的明信片颇受青睐：新华
西、博爱道、百里弦歌……一道道旧时风景线，让

“老漳州”一眼就能认出，并附带起对自家或邻家的
追忆。而外地游客也藉这些充满年代感的画面“钩
沉”往事，撩起温情的感动。

乍与游海杰见面，他满头金色蓬蓬的卷发就让
记者联想到金庸笔下的传奇人物——“金毛狮王”。

“头发这样子，是天生的。原本是白色，长了之
后就变黄。不过，最近又冒出了黑发。”游海杰笑着
解释道。听他这么一说，记者才发现他发缝间生出
几缕黑发，好似返老还童。

他缓缓坐下，从牛皮纸袋中拿出一本砖头厚的
书。正是《漳州老街》。打开
画册，记者跟着目光走街
串巷，渐渐又生出光着脚
板踏在石板铺就的街路上
的感觉。

于是，一场对话在品
茗中展开。游海杰侃侃而
谈，并不如烟的一幕幕取
次浮现。

写生·初心
上世纪 80年代，游海

杰开始画老街。
1977年，游海杰从福建艺术学院舞台美术专业

毕业，被分配到漳州杂技团当舞美。当时，杂技团在
中山公园借用漳州图书馆的一楼办公。游海杰办
公、住宿都在那里。

“杂技团演出的时间不多，空挡不少。”为不荒
废手艺，游海杰经常出去写生。中山公园附近的老
街，成了最直接的写生对象。

背上画夹，带着水粉颜料和画笔，游海杰踩上
自行车，一次次为写生出发。兜转到一处风景酝酿
灵感的街头，他将车停靠路边。这样的写生很经济，
目之所及皆可入画。高高的电线杆、杂乱的电缆、斜
挂的红布条、街边商贩的临时摊点……准备妥当
后，勾勒的画笔先行拉出了弧形的线条。

“早期画了多少幅没算过。”游海杰说，那时没
有自存的意识。较满意的画挂在居室墙上，亲友喜
欢，开口索要，他便大方相送。

1983年绘的《道口》是游海杰自己所藏仅剩的
一张早期水粉画。“如今的延安北路就是原来道口
街、道台街、北门街的合称。”游海杰指着画册收录
的这张作品介绍道，“当时的道口街很繁华。抑商政
策松动之下，商贩纷纷临街设摊，街道很拥挤。你
看，几乎每个房顶上都有一个‘士字架’。这些林立
的电视机天线，高低不一，如蛛网错落，倒是那年代
特有的‘风景’。”

画笔·记录
《道口》是在 40年前完成的。那是画家而立之

年的信笔，却因机缘种种衍生了日后厚实的一叠叠
画作，成就了《漳州老街》沉甸甸的乡愁。

上世纪 90 年代，已在漳州市图书馆工作的游
海杰选择去北京大学进修图书馆学。那段时间，他

的老街作品不多。不过，伴随城市改造进程，游海杰
日渐看到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儿时场景消失在城
市的版图里，内心五味杂陈。“我想把小时候的一些
对我有影响的角落记下来。”一股冲动驱使着他做
些分内的事。

至此，游海杰绘老街风景已不纯粹为了写生，
沉实的清愁、料峭的温煦蕴寓其中。到了 2003年，
他已画了40多幅老街作品。

2004年1月的一天，一位朋友借用漳州市图书
馆展厅办画展，结果发现自己的作品不够，就找到
游海杰，邀他合办。游海杰本以为自己就凑个数，没
想到反响不错。一些老人意犹未尽，询问还有没有
其他未展出的老街题材画作？无疑，这些色彩努力
挽留的乡土印象，亮堂了人们怀旧情愫中的阑珊灯
火。一传十，十传百，有更多人加入看展队伍，游海
杰兴奋之余，猛然意识到怀旧是有价值的：自己的
才华虽比不过《东京梦华录》《陶庵梦忆》背后的作
者，但起码雪泥鸿爪，未来的年轻人不妨循着这些
爪痕照见这座城市的沧桑。

这次画展坚定了游海杰的念想：要用画笔对
漳州的老街进行系统性梳理，“把漳州较有标志
性的建筑、较有历史的建筑都画下来。”游海杰开
始与时间赛跑，一有闲暇就穿梭街巷“索骥”素材
作画。

许多人画老街通常会遭遇纪录真实和艺术加
工的尴尬。游海杰琢磨一番后，给自己上了一个“紧
箍咒”——忠实。“过于主观的渲染，哪怕是色彩的，
也将失去原先的滋味。”游海杰说，首位的是历史信
息，而后才是艺术价值、审美价值。

游海杰凝视着老街建筑的轮廓，体味着风雨冲
刷后那些表皮剥落的墙体色泽，聆听着逼仄过道上
行客远逝的跫音。不期然间，水粉画的色彩明暗竟

渗出几缕诗的消息：圆圈一带秋暮人影憧憧，有的
像孔乙己、有的像周朴园、有的像祥林嫂、有的像陈
白露。新行街的“番仔楼”百叶窗半启，传出的是舒
曼钢琴曲的《童年情景》，还是歌仔戏《陈三五娘》的
清唱？

那些年，漳州旧城改造如火如荼。有时游海杰
当天取好作画角度，翌日再往发现建筑被拆了一个
角。有时游海杰一边在画，旁边的老房子一边被拆。
身侧是扬起的尘土，笔底则是苍茫的不舍。“2005
年、2006年，我频频感觉时间紧迫。”游海杰于是从
半天画一幅“提速”到一天画三幅。为此，他每到一
处，先打个底稿勾出轮廓，回家后再添细节，诸如墙
壁什么颜色、天空什么颜色，该添什么人物，他都成
竹在胸，不会遗漏。

余绪·草书
“比较系统、全面地记录表现漳州老街的最后

景象，占据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游海杰萌生了结
集出版的念头，“寻访往事的父老乡亲可从画里找
到线索。”2008年 5月，游海杰到漳州画院任职，绕

回对口岗位。3年后，他
的水粉画辑《漳州老街》
付梓。一件他牵挂很久
的事终于尘埃落定。

由福建美术出版社
出版的《漳州老街》收录
画家跨度30年近140幅
水粉风景画及相关照
片。内容乡土气息浓郁，
被捧为“读懂漳州的草
根视觉教科书”。

时隔 10 多年再看
这些《漳州老街》的画

作，很多人不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感。
的确，一种曾经的生活真实已经逝去，而画把美好
的瞬间留住了。时间塑造经典，如今这些画面经过
高清扫描，被复制成明信片等文创品，成了漳州文
旅的伴手礼。

游海杰退休后曾有去漳州县城继续画老街
的计划，奈何身体条件不允许：“腿脚不便，右眼
还患了黄斑病，难以视物。”游海杰长叹一声，
说：“可能以前常在太阳光下画画，伤了眼睛。户
外写生是不能戴眼镜的，通过眼镜视物，色彩就
变了。”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画不成，游海杰便
将心思转向书法。

儿时，游海杰有练过毛笔，汉隶、唐楷都练过一
些，虽未专攻某帖，但已掌握了基本的运笔方法。“非
常喜欢草书，可是一直不敢写。”游海杰笑道，敢不敢
写其实是一种心态。“人总归要有个表达的出口，画不
了，就以写代画呗。”

游海杰晚年学草书，最初临的是智永的千字
文。临帖一阵子，胆量上来了，就凭直觉去写。他笑
称自己的草书是“游体”。“我的草书没有参展的包
袱，率性而为，更能表达内心的情绪。我很享受这样
的书写过程。”

记者现场看游海杰书写行草，一派行云流水
的洒脱，与其说写字，不如称画字。他的草书重按
飞提，率意驰骋，万象生意奔赴腕下，胸中块垒吐
泻无遗。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步入古稀的游海杰有
空闲喜欢到漳州古城一带去逛逛。古城早已声名在
外，成了“网红”打卡点：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
一些杂芜的枝节，修平了。游海杰再也寻找不到那
些粗糙而杂芜的“原生态”，隐约见到的是自己二三
十年前户外写生的身影。

■本报记者 黄舒哲 实习生 庄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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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这古老而诗意的名
字，带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自然
韵味。李白有诗云：“紫藤挂云
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
风留美人。”作者借物抒情，生动
地刻画出紫藤优雅的姿态和迷
人的风韵。的确，紫藤花开时的
颜值与气势都在线，一串串紫色
的花穗挂于绿叶藤蔓间，如流苏
般轻柔垂下，微风吹来，花儿摇
曳，淡淡的香味沁人心脾。

人间春色一抹紫，陌上紫藤
香如故。紫色稻穗般的花序轻悬，
宛如瀑布一般如梦似幻，赠你一
场暮春里最浪漫的“一帘紫色幽
梦”。这种壮观，白居易留下过赞
叹：“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

在古诗词中，温润而清丽的
紫藤花是景物的经典写照。紫藤
不仅受诗人青睐，画家也极喜为
它泼墨。他们把紫藤花诠释得绚
丽多姿，美不可言。清代画家吴昌
硕《紫藤图》，挥洒之中妙趣横生，
生动的笔墨赋予紫藤生机勃勃。

《紫藤图》收藏于台北故宫
博物院，金笺，设色，纵 163.4厘
米，横 47.3 厘米。此画设色淡
雅，用笔秀逸脱俗，是 1905年吴
昌硕 62 岁作，为花卉四条屏之
末条。作品中紫藤回旋盘绕于
岩石之上，而后飞舞直上，藤叶
凌空倚势，宛若龙翔凤舞，紫玉
临风，光彩浮动。从整幅画看，
作品气势奔放、纵逸飞扬，掺入
书法用笔，行笔迅疾、苍劲有

力，一气呵成，势不可止。此图
款：“乙巳（1905 年）八月八日，
安吉吴俊卿拟十三峰草堂”。此
外，该图构图不拘陈法，巧于设
陈布势。挥洒之中妙趣横生，生
动的笔墨赋予紫藤生机勃勃，
充分地印证了本幅题画诗“繁
英垂紫玉，条系好春光。岁岁花
长好，飘满画堂。”的诗境。吴昌
硕的肆意挥洒，也为紫藤赋予
了一种内在生命力所蕴含的遒
劲意味。

吴昌硕原名俊，字俊卿，后
更字昌硕，号仓石、苦铁、缶庐
等，浙江省安吉人。吴昌硕是我
国近代称雄一世的艺术宗师。他
精于题跋，每有所作，必有题咏，
自作诗文，点其精神，书法醇厚
凝重、沉穆雄强，将力、拙、厚作
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他将书法、
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
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
独特画风。

江南的暮春别有一番韵味，
紫藤花总是在淅淅的春雨中绽
放，在暖暖的春风中摇曳，呈现
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最美景致，梦
幻般的花朵，仿佛是神仙裁剪了
云霞做成，朦胧浪漫，零落的花
瓣如同紫色的雪花，神秘而优
雅，就像画家吴昌硕笔下的《紫
藤图》。欣赏着《紫藤图》，仿佛置
身于一个梦境中，这一刻，所有
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宁静
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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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江水果店 周公馆（青年路35号）

延安南路（修文路口）中山桥全景 圆圈

芳华里番仔楼

胶合板厂

岳阳楼记（草书） 游海杰 书

画家游海杰 本报记者 黄舒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