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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钢钢笔笔尖尖上上的的威威海海古古韵韵
两年来，他走遍威海30多个村子，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人记住“老威海”

市市文文明明办办微微博博““寻寻找找身身边边好好人人””
市民可在新浪或腾讯微博上@文明威海

周六去看看
铅笔是咋做的

周六去了解
丝绵画的世界

周日下午
去学做馅饼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王天
宇) 4月19日(本周六)中午12时
30分，本报小记者体验活动将走
进威海金马笔业有限公司生产工
厂，让小记者们观摩铅笔的制作
过程，此次活动只接受电话报名。

铅笔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此次活动带领小记者走进铅
笔厂，了解铅笔发明的历史，以及
介绍铅笔的相关知识。小记者将
进入公司生产车间了解铅笔是怎
样制成的，了解铅笔的生产工艺
以及制作铅笔的主要原材料。在
参观最后，小记者还将自己动手，
感受一下铅笔的包装过程，收获
自己包装好的铅笔。

该活动2014年小记者可报
名，只接受电话报名，电话为
18963173031、18363125876，活动
限定名额40人。

报名成功的小记者请于4月
19日(本周六)下午12时30分，在
市政府广场集合乘车。互动之后，
小记者可将活动感受整理成文，
发送至电子邮箱775178509@
qq.com，本报择优刊发。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孟
霏) 一幢幢海草房，一只只栩栩
如生的大天鹅，一匹匹充满野性
的狼……你能想象出，这些生动
画作都是用棉花纤维做出来的，
它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纤
维浮雕画”。

4月19日(本周六)下午2时30
分，本报将邀请30名小记者，到
海依达斯艺术馆参观“浮雕画”展
览，并了解他们的制作工艺，看看
这种工艺品是如何将丝绵纤维特
有的肌理效果与传统的绘画艺术
有机结合，创造层次美。

活动时间：4月19日(本周六)
下午2时30分。

活动地点：高区海水浴场海
依达斯艺术馆。坐7路车海水浴
场站下车向南走100米可到。报
名电话：1 3 1 5 6 0 8 6 5 6 5。邮箱：
limengfei2008@sina.com。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冯琳)
平日小朋友们一定吃过很多口

味的馅饼，但你吃过自己亲手制
作的馅饼吗？你想亲自动手制作、
烘烤一个馅饼送给父母吗？4月
20日(本周日)下午，本报组织的
体验活动将走进威海神龟馅饼海
滨路店，带您学习神龟馅饼的制
作过程，让小记者全程制作一个
有自己标签意义的馅饼。

此次体验活动名额共20名，
即日起接受报名，先报先得。报名
电话：18906310658，报名截止时
间为4月19日(本周六)中午12点。
读者创作的散文、随笔等作品可
发送至fenglin0312@163 .com。所
有参与体验活动的读者，请于4
月20日(本周日)下午2点20分在
神龟馅饼海滨路店集合。地址：环
翠区海港路40号(靠近海港客运
站老港及海港公园，威胜大厦北
侧)。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邵夕铭) 17日，
威海市文明办发起“寻找身边
好人”微博征集活动。遇到身边
的好人好事，市民可给威海市
文明办新浪或腾讯官方微博@
文明威海留言，传递正能量。

美德威海，身边好人层出
不穷，美德故事数不胜数。在威

海，在我们每个人身边，总有那
么一些人，也许普通，也许平
凡，但却在举手投足间向社会
传递着正能量；总有那么一些
行为，虽然很小，虽然只是瞬
间，但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
情和暖意。他们就是我们要寻
找的人，他们就是我们这个城
市的“最美威海人”。

威海文明办在官方微博@
文明威海发起“寻找身边好人·
传递威海正能量”活动，邀请市
民们一起去寻访、发现生活中
的美丽瞬间，唠唠那些威海好
人，讲述威海的好故事，传递威
海正能量。

市民和网友可以通过新浪
微博或腾讯微博，发布#寻找身

边好人#话题，加上您想说的
话，并@文明威海，即可参与。
不论是他人的美好品德给你带
来的心灵震撼，还是你自己给
予别人的感人故事，“寻找身边
好人·传递威海正能量”活动都
将仔细倾听，传诚温暖，在网上
让更多的人感受威海好人的魅
力，擦亮“美德威海”的品牌。

“老威海”在他的钢笔下“活”了

荣成徐家村民居特点是多
巷道；荣成前神堂口村的民居
特点是老村落原汁原味的保存
下来；荣成峨石村海草房都有
200多年的历史，并且建房子的
石头五颜六色，其中又以红色、
绿色为主；文登古民居的特点
多是大理石堆砌的墙面，看起

来非常整齐；张村镇王家疃村
民居里多有照壁，上面多有福、
寿等吉祥字眼。

从2012年开始，何长峰萌
生了用钢笔画出“老威海”的想
法，尽管自己对铅笔素描比较
有研究，但他还是决定用钢笔
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钢笔画更能画出历史斑
驳感和画面的层次感，”何长峰
说，这种形式多是写实与写意
相结合。

在他的笔下，主体物他用
写实的手法，追求画作细节的
完美、尽量做到与实际物体比
例和形状上的一致。远景和次

要的部分采用写意的形式，从
而画面主次分明，增强了画面
的美感。

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何
长峰2年的时间里走遍了威海
30多个村子，20多处古迹，用一
只钢笔画出心中的故园，画出
心中的“老威海”。

一笔一划，画出故园情

在何长峰的画室里，记者
看到的画作中有街头的独轮车
夫、骑驴的小脚女人、街头的杂
品修理店、西洋镜；海草房、甬
道、庄园、家祠等刻画故园的作
品。

对被画对象，他总是做出
一些符合历史原貌的增改和删

减，删去一些不宜入画的瑕疵，
艺术化地再现当初的活动场
景。

比如说，现在的乡村民房
前都建有厕所、鸡架等，他在入
画时就刻意去掉，恢复原始建
筑的格局；在画成山头秦始皇
庙时，便把李思的雕像画在门

外，让情景再现；在如今空荡荡
的戏楼里，画上当年演戏的场
景。

对于这些已经消失或者改
变的文化遗迹和生活方式，他
用画笔就可以在方寸之间的纸
张上记录下历史在自己脑海中
的原貌。

“同时，画面中又饱含了我
的绘画风格、我的思索和情感。
也只有以真诚的目光凝视生
活，以朴实的技巧传达感受，才
能让观者在你的作品中发现那
些浮华背后的美好与感动。这
是照相机所难以企及的。”何长
峰说。

博客推出画作，有人拍照让他画

在何长峰的博客上，他推
出了一个栏目，叫“我给祖宅留
个影”，在这个栏目中，他每天
都会推出一副画作，画里的内
容都是威海的那些“老房子”。

由于钢笔画的独特表现形
式和充满古韵的历史沧桑感，
这个栏目一推出，便在网上立

即引起轰动，有慕名而来的出
版商，也有想给自己祖宅留影
的求作者。市民张女士便是其
中之一，她说今年“清明节”陪
母亲回家扫墓，母亲看着曾经
住过的老房子，感慨万千，恰巧
她看到何长峰的栏目，这种绘
形会意的创作让她激动不已。

“我要给老宅留一副画作，给自
己的孩子讲讲那些过去的故
事。”张女士说。

何长峰说，他曾经也尝试
着用照相机拍摄这些建筑，但
始终不如钢笔画来的原汁原
味。用钢笔甚至能画出墙上的
碎落的瓦块，铁柱上斑驳的锈

迹，而正是由于一笔一划落下
之后难以修改，才更显珍贵。

“当我们的子子孙孙，问起
他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先人是
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无言以
对，便是一种难堪。而我的这些
画作就是要将曾经的鲜活场景
和内容体现出来。”何长峰说。

一支钢笔，在画
家何长峰手里，俨然
成了记录历史原貌
的工具。两年来，他
走遍了威海 30多个
村落，20多处古迹，
画出了一幅幅充满
乡风古韵的钢笔画。

落笔为实、点点
绘意。在钢笔铁墨之
下，他用自己独有的
方式，让大家更多了
解曾经在威海的土
地上，有过如此色彩
纷呈的地域文化特
色。

《威海古韵》出版，他将继续行走

在拾起钢笔专职创作之
前，何长峰是一个生意人。褪
去了商场的浮尘，他决定静下
心来感悟威海。

于是，他便从2012年开始
创作独居老威海风情的钢笔
画。

2013年中旬，北京学苑出

版社找到了何长峰，在经过多
方的沟通之后，在2014年4月，
他出版发行了《威海古韵》一
书。

在这部书中，分为古韵遗
风、北洋遗恨、英国殖民时期、
风土民情、老村印记五个板
块，每个板块都有十几幅精选

出来的钢笔画作，每一副画作
上都写有历史背景以及内容介
绍等详细信息。

“斯物有逝，斯物有存，长
峰先生用细腻的笔触，艺术地
再现出一幅幅灵动的纸面建筑
或曰‘纸面文物’。直面与反
思，或可唤醒人们对历史文物

的保护意识。”南山樵先生在
此书的序文中写道。

“今明两年，我继续自己
的步伐。”何长峰说，他准备去
那些没有去过的村子里采风，
创作出更美的作品，同时他也
准备继续帮那些拜访者画出他
们心中的“老宅”。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孟霏

▲何长峰在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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