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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东堰村，这几天没了以前的平

静，有许多媒体记者带着各式各样的器材，打听一位叫位光

明的租客。

位光明，48岁，安徽灵璧县人，2002年来到绍兴，一直

以收废品为业。但在抖音和 Artand 等线上艺术品社交电

商平台上，他还有一个身份——“陋室油画师”。

拾荒者和油画师，巨大的身份反差让他在网络上迅速

蹿红。

绍兴陋室画师：
白天收废品，晚上画油画
尽管突然爆红，他每天照样出门收废品

“陋室画师”位光明，白天回收废品，空下来就

窝在 15 平方米大的出租房里作画。这样的状态，

他已经坚持了多年。

收废品是现实生活，画画是精神生活。收废

品让他能够活下去，画画让他能够更有意思地活

着。前者和肉体有关，后者关乎心灵。

哲学家康德曾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

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

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位光明头顶上璀

璨的星空就是画画，它让他领悟到了仰望的价值。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就是每个

人头顶上的那片星空，那个梦想。

人因为有了梦想，而拥有了意义。有了梦想，

眼前那些庸碌平常的岁月顿然有了价值，就像绿

叶一般将梦想之花烘托得更加美丽。梦想的光

芒，足以照亮看似不堪的生活。位光明用自己的

故事诠释了那句话：“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

诗和远方。”

但光有梦想还不够，还得行动起来，勇敢追

逐。追梦之旅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如位光明蜗

居陋室创作千幅精湛油画。当梦想发挥它应有

的力量，头顶那一片星光才能璀璨如斯，进而为

生命赋能。

位光明的追梦之旅不仅辛苦，还那么纯粹，

体现在他对艺术的苦苦求索。所以，他才会断

然回绝赚快钱的建议，坚持精细作画。显然，位

光明维护着创作的尊严，正是梦想让他有了这

样的底气。

位光明最近在读《庄子》，书中有句话：“人唯

孤独，方能出众。”这句话应该切合他心中所思。

我想套用一下，送给位光明另外一句话：“追梦而

行，方得光明。”同时这句话也献给千万读者，共

勉。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追梦而行，方得光明

一间墙都没刷白的出租屋里
挂着一幅又一幅的油画

这是东堰村无数间出租房中的一间，没有卫

生间，没有水龙头，屋顶是牛毛毡搭建的，四周是

灰色的水泥墙。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里，放着

废电器、旧报纸、泡沫塑料，还有一张窄小的单人

床，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是唯一的光源。但墙壁

上、横梁上，都是一幅幅油画：向日葵、田野、海

浪、山川⋯⋯宜人的景色，亮丽的色彩。

屋里像样一点的“家具”，就是一个画架了，

上面写着“饿死不低头，饿死不偷盗，饿死不乞

讨”。位光明说，这是今年才买的，花了 200 多

块钱，“以前舍不得，都是把画框钉在墙上画。”

每天晚上 8 点左右，位光明洗过澡就拿起

画笔，一直画到凌晨左右，“兴致来了，经常画到

一两点，甚至通宵。”天一亮，他又得骑上三轮摩

托走街串巷收废品，然后分类、出售，接着又是

画画⋯⋯这是他2016年以来每天的生活。

生活不易
但心里的梦一直未熄灭

2016年，位光明承包回收的一家塑料厂的

人事经理，偶然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分享的世界

名画，问是不是他画的。“我说不是，但我能画两

笔。”经理出 300 元请他画一幅风景，但扔下画

笔十多年的位光明才发现，自己已经手生了，何

况是从未涉猎过的油画。

不过，这给他开启了生活的另一扇门。

位光明说，不知为何，自己对绘画有着一种

宗教般的执着。自小没上过美术课，但小学二

三年级起就喜欢拿着半透明的宣纸蒙在连环画

上描摹，先是用铅笔，再拿细毛笔用墨描，练到

手不抖、画出的线条粗细一致。画画的爱好一

直持续到高中，直到高三因为家贫母病不得不

辍学离家打工。

鞍山、上海、广州，砖厂、水泥厂、码头、货运

站，挑担掉进过河里，露宿公园被人偷过行李钱

包，他尝尽了生活之苦，却一直没熄灭心里的梦。

1997 年，广州街头忽然冒出无数草根画

家，其中就有位光明。“在天河广场的地下通道

给人画素描肖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一两百。

舍不得住旅馆，晚上就找个僻静的桥洞睡一

晚。”后来他有了女朋友，成了家，不得已放下了

手中的笔去打工。

他划了一条底线
每月最多只接25到30单

在绍兴，那位塑料厂人事经理最后没能拿

到“订单”。“画了好几遍，实在太差了，没法交

货，都被我撕了。”位光明说。

但位光明心中的艺术火苗已被再度点燃。

他开始买教材跟着学，跟着练，一开始不懂调

色，画册上是什么颜色就买差不多的颜料照着

抹，结果色彩又生又燥，一点不和谐。之后又在

优酷、爱奇艺上搜油画教程，很多都是英文版、

法文版、俄文版，“有字幕就跟着字幕学，没字幕

就看人家怎么调色。”位光明说。

出租房的墙壁，记录下了他的努力，颜色

配比法、调色口诀、画家的手法特点⋯⋯到了

去年，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有个湖北的买家从

艺术品社交平台上看中了他的作品，花了 200

元买下。这让他很兴奋，把订单截图上传到

自 己 的 抖 音 号 ，没 想 到 一 夜 之 间 粉 丝 涨 了

2000 多人。这让他既意外又惊喜，更高兴的

是订单也随之而来，从开始的每个月三五个，

到现在的上百个。

但是位光明却给自己划了一条底线，每个

月最多只接25到30单，绝不越线。

“手绘不是电脑喷绘，一笔一划都要精心

画，订单多了，保证不了质量，我不能做这种对

不起顾客也对不起自己的事。”

即使越来越红
每天照样出门收废品

虽然越来越红，位光明却始终对自己有着

清醒的认知。

在他心中，将绘画分为四个段位，初中、高

中、大学、大学以上。“大学代表着基本成熟，无

愧画家之名；大学以上就是名家大家了。”对自

己的定位，他认为最多就是初中到高中的过渡，

连高中都说不上。

网友赞他是“精神世界的富人”，是现实版

“陋室铭”，面对网上雪片般飘来的赞誉，他也很

淡然。每天照样出门收废品。“现在对我来说，

每个月收废品能赚四五千，画画能赚六七千，这

样的生活，我很满足了。收废品是支撑我画画

的安全保障，我不会把它扔掉的。”

绍兴这座城市，让位光明感觉温暖。塑料

厂的老板娘允许他免费吃厂里的工作餐，已经

两三年了；绍兴文理学院经常举办画展，让他留

恋。每个月的收入，他将绝大部分寄回家里，再

扣掉房租和买画笔、颜料、画布的钱，只留下七

八百作为生活费，连头发都是自己用剪刀对付

的。

对未来，他的期待是等手头再宽裕些，闲暇

再多些，就骑着三轮摩托去看一些好风景，拍回

来创作。“不再临摹，有好的原创。长期目标，就

是做一位职业画家。”

本报记者

何晟

位光明的出租房一角

位光明在
抖音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