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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勾勒是重头戏，凝神屏息，不能

马虎！ ”只见连环画师邬海佳竖执画笔，

或蘸淡墨，或洗笔舔下水粉色。寥寥数笔，

被更乌泾名天下的黄道婆的脸庞和神色

跃然纸上，“然后可舒口气，写意地涂抹人

物衣袖及背景、植被。 ”小邬如释重负，笔

走龙蛇，不消五分钟，一个人物“完整版”

小写意国画呈现出来。

眼前这位 80 后人物画师，正是《黄道

婆》连环画作品（左下图）主创者，这一作

品入选第九届上海美术大展、第二十届江

南之春———上海美术作品展并获一等奖。

从小爱涂鸦 父亲是榜样

邬海佳出身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

亲是一家舞剧院的美工，经常制作宣传海

报。 兴许是强大基因使然，海佳从小就喜

爱在一张白纸上乱涂鸦，比一般孩子更容

易精神专注，往往一画大半天，她时常看

着爸爸作画，当看到无数根线条勾画、着

色、打上阴影后，立体呈现出来，无不惊叹，

心中默念：“我也要像爸爸那样， 一支画笔

行天下。”由此，她关注小小连环画、少儿美

术作品等，不仅看内容，更研究绘画门道，

渐渐地，学习方向、人生定位朝绘画艺术

这条路上走去， 经过义务教育的艺术铺

垫，终于从中国美术学院绘画系（本科）毕

业，现为上海民盟书画院画师、上海梧桐

画社画师、湖南社区连环画传承馆画师。

画“黄道婆” 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众所周知，徐汇区人文历史上有“两

位巨人”支撑，一位是第一个睁眼看西方

《农政全书》著作者、科技先贤徐光启；另

一位就是宋末元初衣被天下，将先进棉纺

织技术广泛传播的黄道婆。 小邬近二十

年创作连环画，得奖无数，从领袖元帅到

长征军官，从战斗英雄到人民公仆；从党

的诞生地到名人故居，邬海佳凭借着深厚

艺术功底，驾轻就熟，推陈出新，而当老师

钱定华接到《黄道婆》连环画绘制任务，并

委之以重任时，邬海佳既兴奋又担心，真

是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记不清翻阅了多少有关黄道婆史料

书籍，不知跑了多少次黄母祠，黄道婆纪

念馆、江南古镇；纺织器械和棉纱、锭子、

蓝印花布……往往看得出神，忘却了时间。

在专家老师启发下，对每幅文稿都做

到“咬文”准确，配之以适当画面，还原历

史原貌。历时半年精心创作，131 幅绘画，

较完整地勾勒了“黄道婆”的一生。

邬海佳说，黄道婆也叫黄道姑、黄四

娘、松江乌泥泾人，早年流落海南崖州三

十余年，后因家庭变故，政局所迫，背景

离乡，于元代元贞年间返回华泾镇故里，

她的少女时代的居住环境、着装，肢体语

言等要以画与之相匹配，如海南热带雨林

气候配之于宽大翠绿芭蕉叶，竹楼、草舍

也要体现少数民族特色，青年时期黄道婆

着装以裙衫为主，步态轻盈、神态生动，回

到华泾镇， 已是中老年时期。 她创造出

“擀、弹、纺、织”等一整套先进棉纺工具及

技术得到推广、传播。 我更注重的是棉纺

器械、布料等真实表现，因为黄道婆中老

年时期，正是她事业巅峰期。 她创新和推

广的棉纺织技术不仅泽被乡邻，更对江南

社会的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初心不改 为非遗传承做贡献

连环画， 曾风靡于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兴盛于八十年代，是那一年代每个孩

子美好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连环画受

到了市场冷落，孩子们更专注于动漫、游

戏等，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连环画的技

艺总要有人来传承， 邬海佳就是甘守寂

寞，驻守阵营的一位年轻连环画画师。

她告诉记者，面对市场，艺术家不能

光赚快钱，还须静下心来，把该做的事做

好，譬如为连环画传承，做点力所能及的

贡献。 她庆幸自己作为湖南社区连环画

传承基地的负责人，能组织开展一系列传

承非遗的有价值学术活动和交流，更庆幸

生在一个好的时代，只要敢想敢拼，没有

达不成的目标。 一步一个脚印向艺术高

峰迈进。她时常说：“拿起画笔，沉浸其中，

一切烦恼抛之九霄云外，惬意极了！ ”

她用画笔勾勒“黄道婆”一生

记湖南社区连环画传承馆画师邬海佳

�记者 殷志军 陆翔 李瑾琳

你见过下午三点的月亮吗？ 2月

27 日，天气晴好，一弯上弦月挂在遥

远的蓝色天际。 上海植物园的梅林

里，游客站在一株殷红的“艳红朱砂

梅”前，进一步、退一步，尝试从不同

的角度拍摄出花月同天的大片。

梅林里一派争春景象，不同颜色

的梅花被错落地种植在梅林里，吸引

了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

桃红的“南京照水朱砂”梅、玫红

的“大杯”梅、嫩黄的“单瓣跳枝”梅、

玉白的“繁花玉蝶”梅绽放枝头，花朵

团团簇簇，迎风微颤。

由于花期不同，部分梅花，一如

美人梅还含苞未放。

上海植物园目前已收集了 80 个

梅花品种，涵盖单瓣品种群（江梅品

种群）、宫粉品种群、玉蝶品种群、黄

香品种群、绿萼品种群、跳枝品种群

（洒金品种群）、朱砂品种群、垂枝品

种群、龙游品种群、杏梅品种群和美

人品种群等 11 个品种群，园区展示

60 个梅花品种。

据上海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三

月中旬之前都是梅花盛花期，居民可

错峰观赏。

花月同天

上海植物园梅花进入盛花期

�记者 杨宜修

近日， 住在某老小区二楼的姬老

伯，在徐汇法院的帮助下解决了一件烦

心事。

原来， 多年前楼下邻居杨某在公共

区域栽种了 2 棵棕榈树。 随着时间的推

移，树木渐渐长高，已经与二楼高度持平

了，正好挡住姬老伯家的窗户。 前几年物

业都会帮助剪去突出的枝叶， 但现在树

木越来越高， 枝叶都完全遮住了姬老伯

家的晾衣架， 影响到晾晒衣服和房间光

线，无法再以修剪枝叶的方式解决。“长

得太高了，已经越过晾衣架顶到了窗户，

不能晾衣服不说，也很影响光线，将来还

有安全隐患。 ”

正常生活颇受困扰， 与楼下邻居沟

通无果后，无奈之下，姬老伯一纸诉状将

邻居告上法庭。 庭审中，杨某经法院传唤

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判决杨某限期

移走树木和支付姬老伯 500 元咨询费。

判决生效后，杨某拒不履行，姬老伯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为推进执行，解决问题根源，法官安

泰和法官助理王顺上门开展实地调查。

然而被执行人杨某否认树木为其所栽，拒

绝承担挪树之责，之后法官的多次上门释

法，他也拒不配合。 于是，法官转而联系

小区居委，希望从居委角度了解案件基本

情况，找出突破口。 经沟通，法官了解到

处理涉案棕榈树属于居住区绿化调整，需

向区绿化管理中心的相关部门咨询详细

的调整程序。

根据《上海市绿化条例》和《上海市居

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 的相关规定，居

住区树木迁移，应由业委会负责相关手续

的办理和施工单位的委托。区绿化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表示，考虑到本案是对生效法

律文书的执行，可以先由业委会出具树木

迁移方案，经绿化管理中心备案后，再由

法院选定代履行人完成树木迁移， 并在

执法记录下告知被执行人承担强制执行

费用。 最终，经过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多次

走访和释法明理， 业委会出具了树木迁

移方案。

在区绿化管理中心的推荐下，法院筛

选确定本区具有资质的绿化养护企业作

为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执行前，法院拟定

了完备的执行预案，确定现场执行的具体

日期后，通知绿化养护企业带领施工单位

到场施工，并邀请小区的社区民警、居委

会、业委会及物业主要负责人现场见证。

短短半天的时间，树木的挖掘、迁移

与种植工作一气呵成，现场清扫干净，“棕

榈树”搬进了新家，姬老伯看着自家的晾

衣架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窗前没了枝叶

遮挡，十分高兴，对法院工作人员的耐心

和负责表示肯定。

移树不是小事

多方合力温情执行解民忧

�记者 汪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