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程赶去栖凫村
留下23张手绘图

“怕是等不到暑假了。”借着“五一”假期，夏克梁

一行人就在栖凫村里边走边画，文章开头提到的那

23张手绘照片便是成果。

夏克梁取的景，是徐家老台门一角，也就是徐树

兰故居。

一个村子的搬迁备受关注，主要就是村里出的

这位名人——蔡元培是他儿子的伴读，钱玄同是

他的孙女婿，钱三强管他叫外曾祖父。除了和这

些大 V“沾亲带故”，他最大的“业绩”，就是在家乡

兴学、藏书，其创办的古越藏书楼普遍被认为是近

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深远影响了古城绍兴

的文脉。

人世沧桑，徐家留在栖凫村的几处遗存，而今都

已经破败。徐家老台门是清代建筑，坐西朝东，建筑

分南、北两轴线，共四进。在夏克梁的画里，黑色马

克笔勾勒出几面断墙，和横七竖八倒在上面的横

梁。他没有给画着色。

他又跟我说起另外一处古宅院，也是清代建筑，

是他看到资料里的记载，专程寻去的，“去了两辆车，

最终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坳里找到了。一个木结构

的宅院，有大石头砌的围墙，围墙正中有石门台，内

有三进，保存得很好，院里的雕饰、刻嵌，古朴雅致，

当年一定也是大户人家的宅邸。如今成了民居，住

着好几户人家。”他一连给我看了很多图，可见对这

个建筑的喜爱。可夏克梁回去没多久，就听说，这座

老宅子过火，整个烧掉了。

“这宅子最早的主人是谁，一个个家族怎样兴盛，

又怎样衰落？”他心里的那些问号，可能暂时无解了。

这些年，写生，出书，他创建的“边走边画”团队

似乎一直在和那些消失的村庄抢时间——趁着每年

暑假，招募全国各地的艺术工作者，沉浸到一个古村

落里写生。

夏克梁时常翻自己的旧作，却越看越感怀。同

一处地方，上次去画，屋子墙角还摞着簸箕、尿桶；下

一次去，屋里没人了；再下一次去，只剩一段黄泥墙

和几根房梁横七竖八在那里。又或者，老屋变新宅，

没有了记忆中的味道。

边走边画
MARK将要消失的村落

其实，夏克梁在艺术界有一个更有名的前缀，是

“马克笔绘画先行者”，擅长以马克笔作为绘画工具，

描绘世界各地的民居建筑。

夏克梁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画，它们在他电脑的

文件夹里，根据时间、地点分类排列，就像一幅足迹

地图——

2010年前后，他游走在东南亚多国，泰国、柬埔

寨、缅甸、越南⋯⋯

但从2015年后，他的作画半径则集中在浙江省

内，四明山、新昌、松阳、嵊州，还有他的故乡，温州文

成。

通常人都是越走越远，你怎么返璞归真啦？我

笑问他。

“我们一直在关注远方的美景，却习惯性忽视身

边的诗情画意。而身边的才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随着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

设推进，那些他曾经关注过的村庄村落，也渐渐变了

模样。包括他的家乡，文成县珊溪镇，如今每一次回

去，都离他记忆里的样子更远一点：人们的生活更加

便利、整洁了，但原来整片的民居老房子，就剩下了

为数不多的十来幢，街边再找不到弹棉花店、药铺、

铁匠铺⋯⋯

这让潜伏在他心底的心彻底苏醒了。所以他中

断了穿越世界的旅行，开始用马克笔记录身边。

马克笔的英语名为“MARK”，本来就是记录之

意。也就是从 2015 年起，夏克梁开始做这个叫做

“边走边画”的艺术项目。

不仅仅是记录
要让古村住进人心里

收到画后，我回消息给他，告知的栖凫村保护的

进展：“当地调研组讨论过了，确定保护的有两座文

保单位的桥，徐家的老宅、洋房等几处民居，会进行

修缮。另外有几处破损严重的民居，也会把一些老

的建筑构件进行收储保存。”

是个好消息。他说。

这些年他到过很多地方，能感受到，人们保护古村

落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可碰上的现实难题也不少。

毕竟，建筑不只是艺术，它是给人用的。

“很多地方制定了老屋保护计划，房子是修好

了，可如果没人住进去，没人好好地利用，依然起不

到效果。”

所以近几年，“边走变画”除了画，也在拓展外

延，“当初想法很纯粹，就是想召集一帮爱画画的人

一起去画民居，后来发现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记录，我

们给村里的孩子送画具，教他们画画，也许就会在一

个小孩子心里埋下一粒种子。”夏克梁告诉我。

也许，因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很多年久失修、

不能居住的老房子终将离开，但它是一个村庄与历

史、自然、社会各种关系的凝结点。它的起始缘由、

兴盛与废弃，都与社会变化密切相关。

“如果通过我们的画，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

点，更多地去关注古村落背后的那些故事，和离我们

渐行渐远的生活，就够了。”夏克梁这样说。

看到本报报道绍兴栖凫村即将保护性拆迁，一位画家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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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更多

古村手绘图
尽在小时新闻

“五一”小长假过后，画家夏克梁发来 23 张

手绘照片。

说它手绘照片，因为跟实景太像了。

画中的栖凫（qī fú）村，是绍兴城南一个

即将搬迁的“古董村”，至今还留存着古老的台

门、独特的“三接桥”、巴洛克风格的欧式建筑，以

及水闸、老井、特色民居等。

要不要保护，怎么保护？半个多月前，本报

记者去了一趟栖凫村，找到了当地调研拆迁的相

关部门。

夏克梁看到这篇报道后，也坐不住了，急急

地叫上了队员们，专程赶去。

尽管当地对历史遗存的保护非常重视，但村

子终究是不能像以前一模一样保留下来，这就是

夏克梁来此地的目的——记者用笔写文章，他用

笔作画。都是记录者，只是载体不同。

本报记者 徐洁

图一：

张书山 绘

图二：

宁宇航 绘

图三~图五：

向俊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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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凫古村更多风貌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