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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青石板，缓缓行进在宁静清
幽的文峰古街里，在三棵树对面停下
脚步，便能看到一座与古街同名的书
画院。文峰书画院不大，内里却别有
乾坤，一走进去，便可以看到一排排
整齐的画架，而画架上放置的正是区
美术家协会主席李永生的钢笔画作
品——《钓鱼城传奇故事》。细腻的
笔触、明朗的线条勾勒出钓鱼城下、
合川境内的动人风光，那些建筑、古
树、城门、石阶在画者的精心描绘下
跃然纸上。好的画作也有讲故事的
能力，李永生便是借画笔将合川与钓
鱼城的故事娓娓道来。3月22日，记
者对他进行了采访，听他讲述了他的
创作经历。

热爱始自一支笔

2018 年，李永生的钢笔画写生
集《记住乡愁》出版发行，他在后记
里这样写道：“合川是一座美丽的江
城……这里是巴国别都，这里是巴
文化发源之地，这里也是我的故乡
……”字字句句皆是对家乡合川的
孺慕之情。

虽然李永生的籍贯在河北秦皇
岛，但他在合川出生，在合川成长，多
情三江水哺育了他向美的灵魂。小
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最高兴的
事就是在地上、墙上、课桌上涂涂画
画，人马交战、刀光枪炮、飞机坦克，
对什么感兴趣，他就画什么。看着自
己笔下的图案，李永生总是觉得无比
快乐。

“那时候我没有其他绘画工具，
只能用圆珠笔。圆珠笔方便，容易上
手，而且能很好地训练绘画基本功。

钢笔画是指用普通钢笔或特种的金
属笔灌注或蘸取墨水绘制的画作，圆
珠笔也是金属笔头，所以也属于钢笔
画的范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
刚上初中，有人送了我《钢笔画学习》

《钢笔画风景画法》等书籍，我又有了
真正的钢笔，便开始根据书里介绍的
方法在摸索中练习，慢慢地竟然越画
越有感觉。这就是我与钢笔画最初
的故事。”李永生告诉记者。

李永生的童年就在这一笔一画
之间悄悄溜走，13岁时，他正式拜擅
画奔马的国画大师江从革为师，开始
学习国画，经过多年练习，在水墨画
马方面颇具造诣。整天与水墨打交
道，钢笔画渐渐淡出了李永生的视
线，但他对钢笔画的热爱始终藏在心
里未曾消磨。

近几年来，那些埋藏已久的热爱

从李永生的心里破土而出，他回忆起
钢笔画这种具有独特美感且十分有趣
的绘画形式。钢笔画用笔果敢肯定、
线条刚劲流畅、黑白对比强烈、画面效
果细密紧凑等特点让李永生再次沉醉
于这门独特的艺术。他决定重新拿起
钢笔、背起画板，并将目光聚焦在江城
合川的山山水水、老巷石阶。

“合川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我每
每看到这些风景，都觉得欣喜，都想
要画出来。”李永生说。对家乡和对
钢笔画的热爱使他立刻行动起来。

街巷村落绘传奇

提到合川，熟悉它的人首先想起
的应该是钓鱼城。这座英雄之城已
经成为江城合川的一张靓丽名片，钓
鱼城的故事在文学、绘画、影视作品

中数见不鲜，钓鱼城的精神也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合川人，激励着他们顽强
拼搏、奋勇前进。

李永生自然也深爱着钓鱼城，但
他的目光放得更宽，他所关注的不仅
仅是钓鱼山上的那座城，而是“大钓
鱼城”。他认为，整个合川的风景、人
文都属于“大钓鱼城”的范畴，可以反
映钓鱼城精神，也能诠释这座城市的
真正底蕴，向人们解说合川的人杰地
灵和曾经的辉煌。

“合川不仅有钓鱼城，还有文峰
古街、涞滩古镇，还有久负盛名的学
士山养心亭、瑞映巷民生公司旧址、
草街古圣寺，以及很多鲜为人知的老
街老屋和秀丽景色。”李永生说。这
些风景深深地吸引着他，他迫不及待
地描绘着它们，一画就是六七年。

这六七年来，合川大大小小的街

道、村落都烙下了李永生的足迹。他
痴醉于一座老牌坊，留恋于一串石阶
梯，心折于一棵黄桷树，所以用心去
感悟、用笔去记录，有时候，一画就是
六七个小时，但他仍不觉疲倦，不知
不觉竟累计创作出了300多幅作品。
李永生整理出其中四十余张，作为插
图发布在池开智先生编著的《钓鱼城
传奇故事》上，而这些画作也由此命
名为《钓鱼城传奇故事》。

站在文峰书画院里静静欣赏部
分画作，仿佛是掸开了岁月的烟尘，
凝视着过去的历史跌宕、风物变幻，
见证了一场合川的蜕变。

记者欣赏画作时发现，龙多山
“龙头”、秦家大院古戏楼以及太平门
石牌坊这三幅画与其他画作有些不
同。李永生介绍说，这三幅是复制
品，原画于去年7月入选了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不忘初心 继往开来——
第四届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在上
海首展后，相继巡展了西宁、哈尔滨、
合肥、南宁、沈阳等城市，目前正在江
苏省淮安市展出。

“作品在上海首展时，我作为嘉
宾参加了研讨会，并且在研讨会上专
门介绍了钓鱼城，引起了较好的反
响。巡展以来，很多看到这几幅画的
外地朋友都来向我询问、了解钓鱼
城。因此我认为，应该通过尽可能多
的方式方法和渠道向外推广钓鱼城，
树立‘大钓鱼城’观念，发动人人参与
宣传钓鱼城，有计划地持续铺派宣传
任务，利用各种场合场地，让钓鱼城
迈向更宽阔的发展天地。本次全国
巡展客观上就起到了向外持续宣介
合川钓鱼城的作用，从我收到的反馈
来看效果不错！”李永生说。

《钓鱼城传奇故事》的展出还在
继续，李永生的绘画之路也还未停
止。近一年来，他聚焦《民法典》，以
水墨勾勒出一格格漫画，生动有趣地
向观众释析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条文。接下来，他将带领区美
术家协会的会员们深入各个镇街，描
绘各镇街的乡村振兴情况，表现出每
个乡镇的特色，展现“大钓鱼城”下的
新成果、新风貌。

“我将以此为出发点，走更多的
路，到更远的地方，画更多的画，表现
更多巴渝山水、巴濮传统景物，发挥
无爪牙之蚓的精神，积跬步与小流，
不舍用功，将合川的景物继续画下
去，将钓鱼城的故事继续讲下去。”谈
及未来创作，李永生满怀热情。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丹青不渝解乡愁 钢笔慢讲钓鱼城
○记者 王灿

李永生在研讨会上分享钓鱼城故事 李永生作品在文峰书画院展出 记者 王灿 摄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宣）重庆市合川区文明城区建设指导中心

龙多山“龙头”始建于清初的“万人坊”牌坊 秦家大院的古戏台“吊瓜” 土场风貌 太和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