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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气开阔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到晶

莹剔透的长滩音乐厅，从繁花满树的顾村公

园，到古朴秀丽的罗店古镇……新近焕新的

宝山区文化馆正在举办“大美宝山”系列优

秀美术书法作品大展，海派艺术名家汪家芳

的城市题材新作——一连八幅国画 《宝山八

景》 成为焦点。“没想到我们身边就有这么

多好去处！我们的城市竟然这样美！”前来

观展的不少附近居民连连感叹。

汪家芳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站在自家

客厅的落地窗前，便能看见苏州河悠悠流

淌，他坦言这是让自己心安的所在。家中大

大的画台上，平铺着他刚刚完成的国画 《百

年辉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60年》，

浓缩着“老字号”医院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让人不禁对现代医疗给百姓生活质量带

来的改善充满遐想。

近年来，原本以中国传统绘画中山水画

见长的汪家芳，将重点渐渐转向城市题材，

用手中的画笔，画时代的“大画”，为身处的

这座人民城市代言。这样的画，超过15米的

巨幅，就多达9幅。更有数百幅作品，温情

描绘城市的各个侧面，尺幅不算大，意义却

担得起“大”。从出生到成长，进而为申城发

展深情放歌，超过一甲子的时光，使汪家芳

对上海这座城市愈发心生眷恋。

人民视角打开城市取景框

系统性为上海这座城市留影，汪家芳是

从一系列委约的主题性巨作开始的。然而谋

篇布局之初，他就带着身为城市一员的人民

视角打量上海，刻意避免这类创作的空洞或

概念化。

第七届进博会开幕在即，汪家芳广为人

知的那幅7.5米?5.5米的大画 《上海》 将再

次高频“出镜”，诠释新时代上海之风采。

完成于2018年的这幅作品，是他为首届进

博会专门创作的——首届进博会举办前夕，

宾客盈门，有人提出，作为主要接待场所的

西郊宾馆外宾接待大厅，需要换一换背景墙

上一挂就是十几年的传统山水画了。

从充满上海风情的石库门建筑起笔，汪

家芳找到了画 《上海》 的灵感突破口，把上

海的历史发展和城市变迁浓缩在巨幅画作

中，徐徐铺开。小时候，汪家芳就住在上海

的石库门老房子里。这是充满烟火气的地

方，有许多人的生活记忆，也承载着这座城

市的历史和文脉。创作过程中，他也曾在鱼

肚泛白的拂晓时辰，或五彩缤纷、灯火辉煌

的夜晚，甚至月明星稀的午夜时分，徘徊在

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等标志性石库门

建筑周围，以及太平桥地区修缮一新的上海

新天地等新式石库门街坊，一遍遍回味品

鉴，流连忘返。画中，金色的梧桐树，掩映

着错落有致的石库门，构成第一视觉印象。

更多的标志性景观，如开阔的黄浦江、高楼

林立的陆家嘴，作为远处的天际线出现。凝

视着这幅画，就仿佛坐在石库门的弄堂口，

看风云际会，人间烟火，在丰收的喜悦里，

过着踏实而温暖的日子。汪家芳说：“这正

是我心中的上海。”

2020年汪家芳为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创作9米?4米的 《浦东》，同样融入来

自人民视角的真情实感。画中，隔着黄浦江

远眺陆家嘴的视角与汪家芳早年的记忆重叠

了。他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之前，放眼

朝浦东望去，基本上全是稻田、蔬菜地、棉

花田与农舍的错落组合，连马路上的小汽车

也是稀有之物。创作过程中，他每多一次浦

东实地写生，就多了一分对于浦东速度、浦

东激情的理解，他也正是将这份由观察得来

的速度与激情在画面中淋漓呈现，感叹“如

果没有导航仪帮助，我这个老上海今天来这

里转悠，说不定会迷路”。

11米?2.9米长卷 《嘉定》，是汪家芳

2022年的作品，将州桥老街、法华塔、汇龙

潭、嘉定孔庙、秋霞圃等老牌标志性景观与

近年来新建落成的嘉定图书馆、保利大剧

院、规划展示馆、“我嘉 · 邻里中心”等融

汇于一卷，铺展开人民城市宜业、宜居、宜

乐、宜游的迷人图景。画面中央正前方，是

一湾光亮通透的潺潺活水，突显远香湖这一

上海西部最大人工湖的魅力景色。面对画

面，仿佛就能感受到远香湖扑面而来的清

风，嗅到荷花的馨香。

嘉定是汪家芳的家乡。孩提时每年寒暑

假，父亲总会把他送到嘉定。也因而，汪家

芳创作这幅画，怀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特

意以彰显城市间的山山水水，映照经历日新

月异发展之后的嘉定新城远香文化源。他坦

言想让观众透过画面之“景”，直入画面主旨

之“本”——人民城市为人民，把城市最好

的资源留给人民，为人民提供和谐安详的幸

福环境。在汪家芳看来，人们需要美丽景观

来滋养心灵，而生活惬意悠闲，激发向善向

上的动力，正是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写照。

最近一两年，汪家芳的城市题材创作，

更多的是一系列体量适中的作品，以更为亲

切的视角打开城市斑斓多姿的取景框。他用

画笔勾勒“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的豪迈，

“鹦鹉螺”上海光源科学中心的气派，自贸

区“海鸥门”的开放，洋山深水港众多塔吊

的繁忙，也捕捉梧桐树下小马路的静谧，石

库门里弄的烟火气，锦江乐园摩天轮的温

馨，城郊桃花朵朵开的朝气。今年，他还终

于画了一回苏州河，自家楼下的苏州河。画

中，半马苏河邮轮码头上的艘艘游船，漾起

苏州河畔越来越美的风景，也漾起人民对于

美好生活的向往。艺术表现手法上，这些作

品呈现出一些可喜的新尝试：以更为自由灵

动的水墨，创造更有意趣的精神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画现代都市景观，汪家

芳不一味表现“新”，亦颇为注重和百姓过

往发生过连接的“旧”，画林立的高楼，也

试图留存城市中潜藏的历史积淀、文化脉

络、生态肌理。为什么今天苏州河两岸很

多创意园区成为网红打卡地？汪家芳说，

人 们 追 溯 的 其 实 是 苏 州 河 原 本 的 一 种 风

情，众多工业遗存勾连起苏州河沿岸更多

的原生态文化。苏州河畔某些或被忽略的

风景也被他悄悄储存进创作素材库，例如

某个重要湾头屹立着的消防总队，俨然城

市卫士，默默守护这座城市，守护着城市中

的人民。人们最终从汪家芳画作中看到的城

市图景，不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到严谨的对

应。选择哪些建筑、景观、点位入画，如何

组合、串联，艺术家都运用了艺术加工，叠

加了情感和人文的滤镜。

“城市山林”让人诗意栖居

“一座城市若能让人不由自主关注身边

的所见所闻，即为魅力的体现。”汪家芳笑

言。而他自己，显然为这样一种魅力“上

头”。今天，在画过无数上海故事之后，汪

家芳依然坚信，这座城市有太多有待挖掘

的宝藏，“艺术家创作城市题材，一定要走

出去，去体验，去感受，去发现”。作为本

地画家，他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义务挖掘

上海的方方面面，用作品传递城市之美、城

市与人的共鸣。

在汪家芳看来，艺术总要承载些什么。

今年他两度到巴黎参加中法艺术交流活动，

在卢浮宫、奥赛博物馆等艺术殿堂见到了不

少描绘巴黎这座城市的名画，如德拉克罗瓦

《自由引导人民》、莫奈 《巴黎蒙特吉尔

街》、卢斯 《圣米歇尔码头和巴黎圣母院》。

尽管这些作品距今百余年，所处时代、城市

的鲜活气息或精神特质却扑面而来，令他印

象深刻。汪家芳认为，置身社会大环境之下

的艺术家，无论技术成熟与否，都应竭力为

自己的时代、城市留下些什么，表达自己对

于当下的关怀。与此同时，艺术家天然具备

这样的优势，他们通常颇为敏感，易于捕捉

身边发生的点滴变化。

今天的艺术家，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汪家芳一直在思考，该如何不负这样

的大机遇，捧出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在以

人民城市为题材的创作中，他不仅想描绘直

观的容颜，更想将时代的精神赋予画面，将

对上海的爱付诸笔端。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提

出的“笔墨当随时代”，是汪家芳颇为赞同

的一句话。他深知那不是口号，而需要技

法、思想等维度作为支撑。汪家芳专事中国

画，任水墨在宣纸上渗透，水、墨和纸之间

产生一种奇妙的接触，形成无穷的变化。这

是水墨画的韵味，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神

内涵。他所探索的，是如何用中国画独特的

视觉形式为上海创作时代的“大画”，开拓

中国画城市表达的新境界。

在为城市造像的过程中，汪家芳坦言不

时获得了对于城市的新认识。说起上海石库

门建筑历经的几代演变，他如数家珍：“早

年的石库门建筑带有江南民居风格，屋顶建

有‘老虎天窗’，因以石料用作门框而得名

‘石库门’，适应与满足了苏、浙、皖等地移

民自身居住的要求。随着城市发展，世界各

地的人们涌入上海成为‘新上海人’。他们

将西方的建筑文化应用在原本的老式石库门

房屋中，新式石库门由此诞生，形成中西合

一的特有风貌。并且，新式石库门的建筑样

式也在与时俱进，从辟出公共卫生间，到渐

渐有了独栋，不断提升居住功能。”

之所以关注上海的历史文脉、建筑特

色，汪家芳更多是基于一种人文关怀，“当

你关注这座城市、创作这座城市之后，会从

一种艺术层面、精神层面来重新认识这座城

市。”从石库门建筑的演变中，汪家芳坦言

对于海派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体味，“不是简

单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我觉得更是洋为

中用。上海有这种襟怀，能够容纳不同文化

的先进性，慢慢地将它们融化，进而形成既

洋气又兼具传统的一种绅士风度。”

汪家芳的城市题材中国画，也颇为注重

这么一种洋为中用。他的很多作品能看到传

统中国画的写意、工笔乃至界画技巧，也汲

取了西方古典建筑的画法，以及适度采用了

一些版画、水彩语言。最终，众多优秀的中

西元素由画面透出的中国意境得以贯通，呈

现出大气、明快的整体意蕴，带有中国画特

有的清透与留白。“希望我的作品让人一看

就有中国文化的底蕴，一看就是中国画。”

汪家芳说。

尽管表现现代建筑的钢筋水泥、玻璃幕

墙，汪家芳甚至悄然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

水精神融入画面。“城市里的一幢幢建筑就

像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慢慢长高。这众

多‘山峰’标志着中国正与世界走得越来越

近，但同时，城市发展越是快，人们越是需

要在喧闹中找一方精神的自留地。”汪家芳

透露，想画出“城市山林”中一种诗意栖居

般的自在，就像古人寄情山水，在山水画塑

造的视觉空间中品味到的那种可游可居的归

属感。

汪家芳的城市题材创作大多没有“人”

出现，视觉上的风和日丽、优雅安宁让人不

由沉浸，就好像一座城市与你同生存，共呼

吸。画中，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

漫步的，城市是富有温度的；每一条道路、

每一幢高楼都仿佛张开怀抱，欢迎你走进，

似乎看画的你，就是这幅画的主人。这正是

一种宜居生活，与汪家芳理想中的人民城市

不谋而合。他希望自己能用画面打开一扇扇

让世人了解上海的大门，大声宣告：这座城

市如此美好！

海派艺术名家汪家芳：

为人民城市创作时代“大画”

一座城市若能让人
不由关注身边的所见所
闻，即为魅力的体现。
城市里的一幢幢建

筑就像一座座山峰，拔地
而起，慢慢长高。这众多
‘山峰’标志着中国正与
世界走得越来越近，但同
时，城市发展越是快，人
们越是需要在喧闹中找
一方精神的自留地。

《嘉定》

《武康大楼》 《上海》

■本报记者 范昕

《浦江之声》 （本版画作均为汪家芳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