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头书法

李自勤

那天我做完作业， 拉开

储藏柜的抽屉想找点东西玩

玩， 忽然发现两根长长的棒

子，棒子是淡杏色的，两头有

些尖。我好奇地拿出来，举着

棒子， 问妈妈这是干什么用

的。“啊，你怎么把它翻出来

了？这宝贝，用处可大了！”妈

妈回忆过往：“这是用来织毛

衣的针，它叫棒针！ ”

那时，上海人的工资普遍不高，服装

店少，衣服定价昂贵，不少人就自己织新

衣服。 普普通通的毛线，在外婆手里绕来

绕去，变化无穷。 用不了几天，妈妈就能

穿上新毛衣。 毛衣小了、旧了、磨损了，外

婆就拆了重织。 没花多少钱，但是也穿得

很体面。

在妈妈的记忆里， 曾经在商店里看

到一件很喜欢的双色相拼的毛衣， 但是

价格很贵， 外婆没有舍得买， 她便只好

“望衣兴叹”。 没想到的是，回家后，外婆

就找出两件颜色相称的旧毛衣， 拆开洗

晒后绕成线团，再拿出两根棒针，开始织

起来。 外婆用一根针在另一根绑有绒线

的针上，上下绕转，并且重复地做着这个

动作。 因为那件毛衣是双色相拼的，所以

在织的过程中，外婆总是不停地换绒线，

丝毫没有嫌麻烦。

外婆不但在休息日织，平时只要一有

空就织，晚上睡觉前也在织，为了不影响

外公睡觉，外婆把灯开得很暗。 就这样日

赶夜赶，很快，一件双色相拼的毛衣就织

出来了，而且和妈妈在商店里看到的款式

一模一样。 穿着外婆亲手织的毛衣，妈妈

不但觉得身体暖和，心里更是暖暖的……

妈妈正与我说着，妈妈走进里屋，又

捧着一堆毛衣走了出来， 深情地说：“这

些毛衣都是你外婆用这两根棒针织给我

穿的，它们虽然不是名牌，但却是价值最

高的。‘温暖牌’是哪里也买不到的。 ”我

看看妈妈手中的毛衣， 不由得用手摩挲

着，这些毛衣真的很暖很暖。

这时，妈妈又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这

些毛衣见证了爱，而这两根棒针见证的是

外婆的勤劳和节俭，也证明了幸福是靠双

手创造出来的真理。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

越美好，可是不管到哪一天，勤劳节俭都

是我们的美德，永远不能丢，一定要一代

一代往下传！”我看着手中的两根棒针，似

乎有些明白，重重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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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画《美不胜收》

荨 国画《和为贵》

罗履明

华师大中囯画系毕业， 上海中国画院张培

础水墨人物画研修班结业， 上海市徐汇区书画

协会会员，徐汇区政协书画院特聘书画师。

带着小时候连环画的情结， 近日去

参观了位于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 261 弄

6 号的“海派连环画传承馆”。

上海是新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正

像传承馆里的《前言》所说，连环画是人

们喜闻乐见的、普及性的大众读物。 走进

馆内， 百多平方米展厅里玻璃橱柜、木

架、墙上陈列着各个时期的、品种不同的

连环画以及作者的照片， 吸引了我驻足

欣赏。 看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连环画，让

我瞬间想起小时候跟“小人书”的不了情

结。 那时的路边小书摊是我们课余的必

去地，放学“看小书去”是最大的向往，一

分钱一本小书可以津津乐道看半天，星

期天更是花五分、一毛可以沉浸在《铁道

游击队》《半夜鸡叫》《渡江侦察记》《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等故事之中。

漫步于柔和的灯光下， 我静静地欣

赏着诸多藏品。 除陈列的连环画外，还有

各个时代连环画家的作品单独陈列柜以

及创作时的画稿、文稿等。 尤其“名人墙”

上那近二百位画家与作者的肖像和人物

简介， 让我领略了他们精湛技艺背后的

内涵———是他们筑成了中国近、 现代连

环画的半壁江山， 是他们创建了海派连

环画， 从而让上海成为了中国连环画的

发源地。 这些大师有的健在，有的过世，

但都曾是连环画画坛上熠熠生辉的星

星。

望着他们创作的那些“小人书”，就

会想起这些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

就会追寻童年这份不可忘却的温馨回

忆。 孩童时的我曾经用零花钱买了平生

第一本藏书就是连环画《刘文学》，之后

陆续买了《刘胡兰》《小八路》《兄弟民兵》

《活愚公》《渔岛之子》以及戏剧、电影连

环画《赤道战鼓》《奇袭》等。 虽然打着那

个时代的烙印， 但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

和形象无不渗透于我幼小的心灵。 随着

年龄的增长，除了“小人书”累积有百多

本， 我也知晓一些耳熟能详的作者如张

乐平、程十发、贺友直、赵宏本、顾炳鑫、

汪观清、戴敦邦、吕蒙等一批画家，他们

都曾居住过湖南路街道，故这次“海派连

环画传承馆” 落址于湖南路街道是实至

名归。

在馆中央我还看到有两张大桌子，

工作人员说， 传承馆不仅是连环画家们

的创作基地， 街道还在此经常举办有关

连环画的小型展览， 不定期地开办公益

课程， 为周边居民特别是小朋友传授绘

画技能，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让孩子们

感受连环画翘楚们的《三国演义》《山乡

巨变》《孔乙己》《屈原》《黎明的河边》《红

日》《五彩路》等不朽之作的伟大。

是啊， 连环画是几代人曾经的精神

食粮，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 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流

淌进血液中的情感基因在我们的心中是

化不开的。 基于此，“海派连环画传承馆”

的建立，让“连环画”得以宣传和保护，其

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而作为第一批列入

上海市级非遗名录的“连环画”，其辉煌

成就将永存于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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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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