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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休休老老人人四四年年画画出出百百座座老老建建筑筑
老人说，他想留下一些值得后人缅怀的形象化资料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尹明亮）
2日，在济南市红十字会八届四次

理事会上，济南市红十字会公布了
2015年接受捐赠资金物资来源及使
用情况，2015年济南市红十字会本
级接受的捐赠价值总计578 . 51万。

578万多元的爱心物资都是从
哪里来？在过去的一年，济南市红十
字会本级接受的捐助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社会捐赠的资金，社会捐赠的
药品等物资，还有来自上级红十字
会的资金和物资。

据介绍，2015年，济南市红十字
会本级接受的社会各界的捐款与往
年相差不大，全年接受捐赠资金180

笔，其中爱心单位57个次，爱心捐赠
个人123人次，全年接受捐款139 . 39

万元。相对于直接捐赠资金，社会捐
助的物资更多一些，过去一年接受
的药品、饮用水、棉被等物资价值
222 . 22万元。另外，济南市红十字会
本级争取上级红十字会的救助资金
和物资价值216 . 9万元。2015年，济南
市红十字会本级接受的捐赠总价值
578 . 51万，比2014年的477万多元多
出了100多万。

这么多资金和物资都用到哪儿
了呢？2015年，济南市红十字会发放
的救灾救助资金、物资共计741 . 61

万元，比募捐总额多了不少，其中包
括不少前一年的库存。

据介绍，去年一年天灾不多，济
南市红十字会用于救灾的款项物资
并不多，助学、助困、助医成为日常
救助的主角，大病救助方面的开支
在社会救助中占的比例日益增加。

最后，百余座建筑物，两百多
张画作集结成车明武编绘的《历下
老屋素描》，在素描集中，车明武将
老旧建筑物按照类别，分为文化
类、公署类、宗教类、园林类、工商
类、民居类共六大类。

这些建筑物中，从府学文庙、
北洋大戏院、五三纪念亭到原清巡
抚院大堂、四门塔、趵突泉万竹园，
展示了济南特定历史下的多样建
筑风格。在每幅画上，车明武都注
明了建筑物名称和绘画时间，有的
还增加了简介。

车明武认为，这样的一本画集
既适合学绘画的学生看，也适合学
建筑的人品鉴。也许会有人觉得用
照片影像将建筑物记录下来可能
更好一些，车明武并不这样认为。

“照片中由于一些限制，经常会有
阴暗看不清的区域；有的建筑物很

高，拍出来造型也不真实。”车明武
认为，绘画能够最大程度还原建筑
物的细节、构造和外形。

车明武老人一生的工作其实与
绘画并无关系。1960年车明武考入
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今山东艺术学
院）美术科装潢专业，1962年由于国
家经济的严重困境，车明武同其他
同学一样，被分配做了工人。以后的
近四十年里，车明武再无缘接触自
己喜欢的美术。“刚开始工作干的是
体力活，就没精力画画。后来被分配
到机关，才有时间画一些。”车明武
说，直至退休后，他才真正地重新拿
起画笔作画、写书法。

车明武上学期间的恩师丁
永源曾评价他的画集，“他避离
繁华喧嚣、不计名利、专心致志
地为完成既定目标而努力，实属
难能可贵。”

济南市红十字会

去年募捐578万
四年多时间，百座老建筑，两

百多页画纸，凝结成车明武的一个
愿景：给历史上的老济南留下一些
值得后人缅怀的形象化资料。今年
七十二岁的车明武是济南一名普
通的退休老人，从2011年起，他走
遍百余处现存的济南老建筑，并用
画笔素描出建筑物的形象。

提到做这件事的初衷，车明武
只是简单地总结为：“退休后无事
可做，想到济南还有多座老建筑，
可以写生。”至于为何选择建筑物
写生，车明武说：“我喜欢建筑。”

“始于兴趣，成于毅力”，车明
武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个在别人看
来很辛苦的绘画工程。始于兴趣的
素描写生，车明武刚开始并没有想
要将其集结成书，“2011年5月画的
山东省眼科医院北楼现在已经被
拆了。”车明武说，在写生过程中他
发现这些老建筑将来有可能因为
城市的发展而被拆除，为了若干年
后能复原历史上特定时期的本来
面目，车明武决定出本画集。

对于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
来说，探访百余处老建筑很不容
易。车明武画的这些老建筑分布
在济南各个地方，每次他都是乘
坐公交去写生，而有的地方公交
尚无法到达。比如华山脚下的华
阳宫、黄河岸边的津浦铁路大桥
等，下了公交后，他都得走五六里
路才能到达。

不少老建筑因为被树木掩
蔽，只能等到寒凉季节，树叶落尽
后才能看清而作画，有时候他还
因保卫人员不理解而遭到驱赶。

坐公交车加走路

画遍济南老建筑

两百多张画作展示多种建筑风格

七十二岁的
退休老人车明武
用了四年时间走
遍济南百余座老
建筑，并重新拾起
画笔素描出建筑
物的细节和构造。
谈及为何要以极
大精力来画这些
可能要被拆除的
老旧建筑，车明武
说他想留下一些
值得后人缅怀的
形象化资料，还原
历史特定时期的
本来面目。

文/片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历下老屋素描》中的原德国领事馆。

1

2


	C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