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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 瞳 言

前 两 天 ， 去 一 老 旧 小 区 采
访，一栋独立的矮层楼房。楼前
一条狭窄的胡同，路面整齐，两
侧摆放着住户的绿植，藤蔓蔓
延，瓜果飘香，在秋日的晨光
中，颇有一番诗情画意。

这栋楼有 30 余家住户，在热
心人带动下，他们自筹资金，把
楼前楼后小路铺平，外墙面粉刷
一新，安装了路灯、门灯、电子
门、一户一表……居住环境硬件
改善了，“软件”也没落下。现
在，人们都自觉维护居住环境，
有人搬出绿植摆在楼前，有人风
雨无阻清扫楼前屋后垃圾，有人
正在积极筹划进一步提升小区硬
件……人们在享受改变的快乐同
时，也都在默默维护着这一成
果。翻看着改造前的旧照片，从
前楼前屋后经常堆满垃圾的场景
早已消失，“这是大家努力的结
果，有一个人随便丢垃圾，就打
破这片和谐。”一位居民说。

小到一个家，大到一座城，
和谐、美好、文明，离不开每一
个成员的努力。创城正在进行
时，需要每个市民的努力。

清晨的路口，在交警和文明
交通志愿者疏导下，人、车有
序 通 过 ， 遵 守 秩 序 ， 就 是 文
明；公共场合排队入场，听从
工作人员安排，遵守“保持一
米 距 离 ” 的 提 示 ， 就 是 文 明 ；
路 边 喝 完 饮 料 ， 找 到 垃 圾 桶 ，
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内，就是
文明；骑上共享助力车，到达
目的地，规范地摆放在规定的
位置，就是文明……

文明并不遥远，文明就在身
边。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微
笑、一份等待、一份守护、一米
的距离、一分钟的时间……就可
以让文明在我们身边闪烁。文明
是一盏灯，灯亮了，城市就充满
了温馨、和睦；文明是一扇窗，
打开窗户，阳光照进，屋里就亮
堂了，而光亮，需要每一个人奉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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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运河··印象印象》》
今天首演今天首演
□□ 赵宝梅 王昱鑫 摄影报道

南川楼南川楼、、朗吟楼彩绘大气呈现朗吟楼彩绘大气呈现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摄影报道

多彩运河，杂技之都，四季更迭，
美不胜收……今天，展现大运河四季之
美的杂技秀《运河·印象》进行首演。这
台杂技秀由杂技之乡吴桥的优秀杂技演
员担纲主演，汇集国内一流的道具研发
和舞美设计，成为今年中国吴桥国际杂
技艺术节的一大亮点。

《运河·印象》共分四幕：春、夏、
秋、冬。春有河畔百花烂漫，夏有游船
穿梭游览，秋有万亩高梁尽染，冬有冰
雪戏嬉画卷。运河公园、吴桥码头、良
店水驿、万亩高梁园……四季皆宜，将

“多彩运河，杂技之都”的美丽和勃勃生
机充分展现出来。节目时长 80分钟，演
员阵容 90 人，由优秀杂技演员担纲主
演，道具和舞美都属国内一流。杂技秀
对《吊环》《飞车》《肩上芭蕾》《生死
轮》《车技》《空竹》《大跳板》等一批曾
在国内外重大赛事斩获金银大奖的节目
进行整合创新，整台秀以“运河四季、
杂技之美”为脉络，达到美伦美奂、惊
险刺激的视觉效果。

这部杂技秀以迎接第十八届中国吴
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和 2021年沧州市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由吴桥杂技大世
界旅游有限公司进行设计和创编。同
时，结合吴桥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

“杂技兴县”的发展战略，深度挖掘吴桥
杂技文化和运河文化，以杂技艺术极限
之美，展现出“多彩运河、杂技之都”
四季之美的主题。

日前，南川楼、朗吟楼外观
彩绘工程基本完工。随着脚手架
的拆除，红蓝绿明艳靓丽的色彩
已经呈现，从远处望去，气势恢
宏，端庄典雅，为运河增色不
少。

南川楼首层四出抱厦，折
转八角，二层探歇山平座，三
层环廊用重檐四角攒尖，升贡
鎏金宝顶，寓意共享漕乡之兴
隆，建筑古朴大气；朗吟楼灰
瓦九脊顶，楼阁亭台，一脉古
建雄风。

据悉，这两座古楼所用旋子
彩绘，主色为青、绿、黑、白、
红、金。其中，南川楼为旋子西

番莲宋锦枋心墨线大点金，而朗
吟楼采用的是旋子西番莲宋锦枋
心墨线小点金。所谓“大点
金”，就是金色较多，“小点金”
就是所用金色较少。两座楼所用
不同点金方式，是因为它们在历
史上地位不同，南川楼曾是长芦
盐运司的官方建筑，历史地位较
高，因此使用彰显贵重的金色较
多。

随着彩绘效果逐步呈现，许
多摄影爱好者航空拍摄，多角度
捕捉，而普通市民也三五作伴，
来到运河边欣赏这两座古楼的风
景。用不了多久，人们便可走近
古楼，一睹其芳容。

我为故宫做彩绘我为故宫做彩绘我为故宫做彩绘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宝梅赵宝梅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南川楼、朗吟楼建设工地上，一位
师傅头戴安全帽，手握对讲机，说着一
口邯郸味儿的普通话，指挥协调着“两
楼”彩绘的各项事宜。他叫张永旗，南
川楼、朗吟楼彩绘工程分包项目的负责
人，从全国各地调集了 90多名古建彩绘
精英到沧州，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基
本完成“两楼”的外观彩绘任务。

10年前，张永旗还是一名普通彩绘
匠人，有幸前往北京参与修复故宫。在
那里，他见识了故宫文化的博大精深，
体验到了最高级别古建彩绘的艺术魅力。

在故宫的 4个多月里，张永旗和队
友们负责太和殿、太极殿、神武门等局
部建筑的彩绘修复。局部龟裂、外表爆
皮、颜色退化……故宫建筑彩绘的现
状，让张永旗惋惜。曾经精致的图案，
艳丽的色泽，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然不
复存在。张永旗和队友们，要用双手重
现故宫辉煌。

把之前的彩绘全部铲掉、砍净，再
挠白，使之露出原木，再进行“一麻五
灰地仗”基底处理。太和殿里，金龙和
玺、龙凤和玺等图案，所绘中国传统龙
的形象，属于皇家最高级别。要经过焗
油黑、拉白、刷色、贴金、立粉等多道
工序，难度大、要求高，每一道工艺，
都需要监理签字认可，方可进入下一道
工序。当时，张永旗是立粉师傅，每天
拿着裱花袋，龙头、龙须、龙尾，一点
点精雕细琢，塑造出立体而又灵动的龙
形象。一条龙立完粉，需要 10到 20分
钟，一天下来要做上几十条甚至上百条
龙，晚上手腕酸痛、双脚发软，整个人
都累懵了。

“能为故宫做彩绘，这是我人生的荣
幸。”回忆那段日子，张永旗仍一脸兴
奋，他说，在故宫的日子，每天都能感
受中国最顶级古建的气势和恢弘，这是
多少古建人梦寐以求的。

有了修复故宫的经历和资历，张永
旗的彩绘人生开启了新时代。从故宫回
来后，他陆续带领团队为沈阳故宫、北
海公园等古建进行修复。在湖北襄阳影
视城的古建彩绘项目中，他分包了皇
宫、后花园等 30多座唐代风格建筑的彩
绘工程，在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

于慧丽是张永旗在修复故
宫时结识的。 47 岁的于慧
丽，喜欢绘画，花鸟鱼虫、自
然山水、龙凤图案，都信手拈
来。

从二十五六岁开始，于慧
丽便走南闯北，跟着师傅在工
地上干活，从开始的一天收入
几元钱，到后来一天收入二三
百元。在修复故宫的几个月
里，于慧丽每天行走在脚手架
上，后背挂着安全带，头上戴
着安全帽，仰着头、伸着脖子
作画，一画就是几个小时。

故宫建筑上的图案，不管
是旋子、枋心，还是斗拱，基
本是单调重复的，往往是一个
人画一两种图案，一画就是一
个月。日夜重复地画一种图
形，于慧丽并没有厌烦，反而
越发投入。“在故宫里做彩绘，
就好像那些受冷落的妃子一
样，必须能经得起日复一日的
重复和寂寞。”于慧丽说，因为
喜欢，自己并未觉得单调和无
聊，而是越发地喜欢与投入。

和于慧丽一样，35 岁的

蔡光磊也曾为故宫做过彩
绘。不同的是，蔡光磊修复
的是沈阳故宫，而非北京故
宫。16岁的蔡光磊就从焗黑
开始入行，跟着师傅摸爬滚
打，一干就是 20年。从焗黑
到画各种图案，蔡光磊慢慢
出师。

在修复沈阳故宫时，颐
和殿外檐彩画在自然环境中
长期风吹日晒，严重积尘、
失色，已经失去对木构件的
保护作用，同时因颜料脱落
严重、黑化，彩画纹样已模
糊不清，蔡光磊和工友们一
点点修复，起谱子、拓谱
子、立粉、描金、焗黑、打
点……最终呈现出金碧辉煌
的故宫。

在北京修复恭王府时，蔡
光磊有幸遇到彩绘专家王仲
杰，受其指点，受益匪浅。

“恭王府立有一处竹林样的建
筑，看着跟真的似的，走近才
发现是彩绘。”蔡光磊说，这
对他触动挺大，彩绘能做得如
此逼真，定是匠人技艺精湛。

从修复故宫开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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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楼南川楼南川楼、、、朗吟楼画匠朗吟楼画匠朗吟楼画匠

每次接到古建彩绘工程，
张永旗就会回忆起在故宫的经
历，也会拿当下的彩绘与故宫
比较。“故宫曾是皇家之地，重
要标志是红墙黄瓦、朱门金
钉，色彩主要有黄、黑、绿 3
种颜色，另外还有各种颜色的
组合。”张永旗说，其他地方的
古建彩绘则不同。就拿南川
楼、朗吟楼来说，屋顶铺设的
是灰瓦，外观彩绘颜色也以
青、绿、黑、白、红、金为主。

故宫彩绘基本由和玺彩
绘、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
彩绘构成。其中，和玺彩绘又
称宫殿建筑彩绘，是清代一种
最高等级的彩绘，大多画在宫
殿建筑上或与皇家有关的建筑
上。“故宫彩绘金碧辉煌，有
皇家气势，其他地方古建彩绘
则更多展现地方和民间特
色。”张永旗说，南川楼和朗
吟楼主要采用旋子彩绘，这种
彩绘是明清官式建筑中运用最
为广泛的彩绘类型。

来沧州两个月的时间，于

慧丽、蔡光磊和工友们基本过
着工地和住地两点一线的生
活，运河是他们的必经路线，

“每天从运河边走过，看着岸
边公园一点点变样，古建筑一
天天变美，不由地爱上了这座
城市。”于慧丽说，沧州的运
河很美，人们生活很惬意，希
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沧州，当一
次游客，再看一看自己曾经画
过的古楼。

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彩绘
技能和敬业精神的“打工
人”，为南川楼和朗吟楼披上
了精致的“彩衣”。为了赶工
期，他们清晨六点半就“上
楼”干活，中午也只有两个
小时的休息时间，每天高空
作业，靠一条安全带维系着
身家性命。“看着这两座楼从
光秃灰暗变得五彩斑斓，心
里说不出的激动，这里有我
们的付出。”一名画匠表示，
希望沧州能记住他们，他们
也会永远记住沧州，记住大
运河。

爱上这座城市和运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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