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稀画家周文奎用心记录故乡的影子

2200年年刻刻画画属属于于济济宁宁的的老老味味道道

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记
忆，还是一座城市的复活。这组
画的出现，可以让青年一代，明
确而又生动地认识自己曾经的

“老家”，从而也有了一块精神与
灵魂的栖息地。同时，这组画的
出现，更让健在的老济宁们，重
新走进自己往日的生活与生命，
让自己寂寞甚至忧伤的心灵，得
到长久的慰藉与欢忭。当然，这
组组画，更是永久地保鲜了老济
宁的面貌，让一代代后人领略体
验往日的情怀，也让济宁的历
史，有了形象生动地再现。

——— 济宁籍散文家 李木生

从周文奎先生的画作里我
似乎嗅到了他为人处世的单纯
气息。不知从什么时候越来越
多的点缀、雕琢、矫饰，使本来
很美好的事物日趋芜杂，单纯
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生活。
我们不多的感动，给了一抹白
云、一缕清风、一丝微笑，是因
为他们相对的单纯。单纯是“大
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大境界，是
一种“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
侯之珠不饰以银黄”的大魅力。
我们浮躁的内心，太需要周老
先生单纯的品格了。

——— 山东省作协会员、济
宁市作协理事 姜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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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济宁籍散文家李木生的
话说，济宁好久没有记起一名
叫周文奎的老画家了。周文奎
是1949年之后济宁市首个专业
文化工作者，正是他组织了济
宁市的第一届美术作品展。

周文奎77岁高龄时，独自
完成了由55幅画面组成的《故
韵铭怀》工程，全部为水粉、水
彩画。他的作品记录着老济宁
过往的痕迹和普通百姓的日
常生活情状。翻看这些久远的
画面时，感觉既熟悉又恍如隔
世。从我们熟悉的东大寺、铁
塔寺、声远楼、竹竿巷，到已经
远离现代人视野的宣阜门、
济宁老南门，周文奎用怀旧
的眼光和新鲜的笔触对逝
去的历史痕迹进行盘点。用
画笔还原一段生活记忆，保
存一些过往的底音，让旧时
光、老建筑、老街巷、老河道
变得鲜活，拨动起老济宁人内
心深处的琴弦。

周文奎介绍，他的创作从
1996年至2016年，时间跨度近
20年，但大部分作品是近两年
创作的。他成长于济宁，工作
的第一站是济宁，对于他而
言，济宁是他毕生所热爱的故
乡。“老济宁有老济宁的好，新

济宁有新济宁的好，世上没有
永恒的事物，时光不能倒流，
这是每个时代都无可奈何的
事情，但用艺术的画笔把它保
留下来却是可能的。”老先生
抱着这个梦想，夜以继日地
画，这组《故韵铭怀》的组画终
于完成，实现了他为济宁做点
有意义事情的愿望。

济宁籍诗人姜光炎在他
的评论文章中写道，细细品读
这些佳构，画作内容涵盖了周
老先生过去生活中难忘的各
种事物的场景，并且每幅画作
都附有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
作者将这些景致尽量客观理
性地表现出来，这便有了任何
奢华的辞藻和刻意张扬的情
绪都无法企及的力量。绘画与
摄影记录不同，绘画是艺术性
的诉说历史，随时光的流淌，
老先生的记忆可能欠缺精准，
但他画的内容是老济宁人所
熟悉的一草一木，会把你带到
过去的岁月深处，一些典型的
场景描绘，比如《太白楼》场
景，是他人生开始的第一个工
作单位。比如《城隍庙》场景，
让老先生更是难以忘记。因为
这些都能让他心头不时荡漾
起回忆的涟漪。

李木生在他的评论文章中
谈到，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
史，一个城市也有一个城市的历
史，犹如一条摇曳有致的河流，
源头，流转，去向，未来，丰富而
又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一个民族
与一个城市，如果失去历史，那
将如一片失去源头的水域，不仅
会丧失韵味与厚重，甚至会失去
源远流长的生命力。

更多时候，周文奎习惯于
默然凝思、挥毫作画，将他记
忆之中的老济宁一一画出。

“我是土生土长的老济宁人，
家住城隍庙街。在这座千年古
城，留下的文物古迹遍布城区
各地，尤其沿运河两岸，文化
古迹更是不胜枚举，正是这些
文化底蕴，滋润着我幼小的心
灵，哺育我成长，给我留下了
不灭的思乡情绪。”他曾问自
己，年过古稀，还能为济宁故
乡做点什么？于是，他便只争
朝夕地查资料、搜集照片、看
书籍、跑展览馆。凭借童年的
记忆，画草图，画了改，改了
画，再精心着色。

那些古街道：竹竿巷、南
门大街、九道湾；那些古寺庙：
铁塔寺、普照寺(佛)、文庙、魁
星阁(儒)、三官庙、清华洞、荧

星宫(道)、清真西大寺(伊斯
兰)、城隍庙(道)、戴庄天主教
堂；那些令济宁人骄傲的名胜
古迹：解放前太白楼、五十年
代太白楼、凤凰台、观莲亭、石
牌坊、大槐树、潘家大楼、枣店
阁、一天门、南池公园、济宁州
衙门、南门瓮城；那些曾经在
济宁人生活中起过重大作用
的建筑：玉堂酱园、济宁人民
医院、百货大楼、济宁人民电
影院、人民剧院、和平戏院、曲
艺厅；曾经的最高学府：济宁
一中、济宁师专；那些让老济
宁人魂牵梦萦的民间活动场
所及活动场面：曲艺棚、茶棚、
城隍出巡；尤其是关涉着古城
灵魂的大运河水运码头、吊角
楼、大闸口、小闸口、老洋桥、
北门石桥、西门夏家桥等等，
都一一重生在他的笔下。

周庆奎曾有10年封笔的
坎坷，也有过离开济宁40年的
人生经历。但他这位“老济宁”
始终眷恋着自己的家乡，并在
退休之后回归于家乡。这些画
作点点滴滴，汇聚着他晚年的
大部分心血，也浸透着一位艺
术家的大爱。

(李木生、姜光炎对本文
亦有贡献)

一位年过七旬的济
宁老画家，20年用心记录
和回望一座文化底蕴深
厚的城市，用一幅幅鲜活
的画作，把久远的历史重
新拉回到眼前。他，就是
周文奎。4月16日-5月19
日，主题为《故韵铭怀》的
周文奎先生绘画作品展
将在京杭名家艺术馆启
幕。

本报记者 马辉 汪泷

55幅画汇成《故韵铭怀》 凭童年记忆画出古街古巷
文友说画

老济宁孔庙
东南魁星阁。

济宁老南门

周文奎，77岁，济宁人，济宁市首位专业文化工
作者。20年间独立创作完成了内含55幅水彩、水粉画
作的《故韵铭怀》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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