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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幅画，画出了记忆中的运
河之美

横林的古槐滩渡口、戚墅堰的老惠济桥、宛若迷宫
的丁堰老街、白家桥附近的洛原草堂……从2018年至
2020年，吴小平殚精竭虑，用国画的形式把运河常州
段的古风貌一一呈现。他说，那是自己对运河的初见
之美。今年6月份，他开始筹划另外一个计划——聚
焦运河两岸新貌，画出运河的变化之美。

吴小平自小酷爱艺术，师从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学
习山水画。

“我之所以画运河，主要是出于对运河的情感。我
是遥观人，但小时候去戚墅堰，去横林，去常州乃至奔
牛，都要转乘客船。所以，我对运河一直充满感情。”
2018年，为支持国家、省、市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发掘
工作，他对大运河常州段进行考察写生，对运河常州段
的人文历史、古韵遗风进行挖掘、整理和创作，克服重
重困难，创作了大量作品。

常州大运河西起奔牛,东至横林,全长45.8公里，
犹如一条巨龙,横亘在龙城大地上。他沿着运河，已经
创作了163幅和运河常州段有关的画作。

寻访老人，他画出了横林古槐滩

“运河常州段的最东端我画的是横林桥，最西端是
奔牛镇。”吴小平创作的第一站就是横林。

运河横林段长约5公里，除了目前的运河两岸景
致，他还着重挖掘了古槐滩、老牛市、老桥、老茶馆等已
经消失的景致。

横林旧时被称为古槐滩。吴小平在横林创作时，寻访
了运河边几个村子里的一些八九十岁老人，根据他们的口
述，确定了传说中的老槐滩的地理位置，大致在老桥东。

“虽然这些老人都没有见过古槐滩，但他们都听老
一辈的人说过，古槐滩因一棵五六人合抱的古槐树而
得名。”吴小平说，在运河横林段的北岸还有个牛市，夏
天有很多牛泡在运河里，也是横林古镇的一大特色。
在横林的一个多星期里，他走访了多个村庄，根据口述
并结合横林照相馆找到的一些老照片，最终完成了运
河横林段的创作。

记忆与现实交织，他画出了
“重镇戚墅堰”

在众多作品中，以乡镇区分，他画的最多的是戚墅
堰一带。和在横林时一样，吴小平走访了不少老人，从
他们的口述中“复原”出了梅港河古道。在寻访梅港河
古道期间，吴小平还差点被一只恶狗咬伤。

“戚墅堰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是小时候，爷爷经常
搀着我走过1.5公里长的戚墅堰老街。”如今，吴小平每
一次走过戚墅堰，都梦回到孩童时代，记忆与现实交
织，那些浓郁的情感都在画作中得到体现。

《常州重镇戚墅堰》宽1米，高0.95米。画中，戚墅
堰老街还是青砖黛瓦、石板老街的旧时模样。这幅画
是他坐在万安桥上绘制而成，那时正值国庆长假，风特
别大，三脚架经常晃动，吴小平一笔一笔地画，终于将
他心中的戚墅堰绘制了起来。

该幅作品中，戚电厂、火车头公园、戚机厂、戚墅堰
大桥、戚墅堰老街、万安桥、惠济桥、福源米厂、兴隆桥
及运河南岸的垂柳与民居，旧貌再现，鳞次栉比。其
中，戚电厂方位上有两座标志性的冷却塔，戚机厂的位
置上着重描摹了其庄严的大门。

运河诸多风物，他喜欢画运河
上的那些桥

吴小平特别关注运河上的桥。163幅作品，绝大
多数作品里都出现了桥。

“我感情最深的肯定是戚墅堰三大老桥——惠济
桥、兴隆桥、万安桥。三大桥中，只有万安桥还在，惠济
桥和兴隆桥已经不在运河上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戚
墅堰老街几经沧桑，然而在我心中，它们还是旧时的样
子。我之所以把它们画上去，因为它们承载了我的记
忆。”吴小平说。

为了画好老西仓桥，他多次来到东坡公园。“很多
年轻的常州人，可能会不理解，我画老西仓桥，为什么
到东坡公园附近呢？其实，老的西仓桥就在这里。现
在，那座老桥改了名字，叫广济桥。”

广济桥现在位于东坡公园御码头和半月岛之间，
东西走向，横跨大运河，是一座三孔薄墩石拱桥。该桥
原址位于城西西仓街大仓弄北口和西直街西端的京杭
大运河上，连接西圈门和三堡街。

1984年春天起，苏南运河常州市区段拓宽试点工
程全面启动。1986年，西仓桥成为常州古桥“乔迁”的
首例——这座已达530多岁高龄、造型精巧的三孔石
桥，被移建至东坡公园处。

“以前，朝阳桥附近还有个东仓桥，我也画到作品里
了。”吴小平回忆，2019年，他在朝阳桥附近写生时，偶
遇一位老人。老人向他讲述了东仓桥消失的情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梅雨季节，雨水很大，桥被雨水
冲垮。老人一家当时住在桥附近，他妹妹正走到桥头
时，桥塌了，妹妹被冲走。老人立即去救人，把妹妹救
了上来。”吴小平根据自己的记忆，再加上老人的回忆，
把东仓桥画到了运河系列的画作中。

以前，他画运河的历史文化；
如今，他画“幸福变化”

运河市区段的古风貌很多，白家桥附近就集中了
大成二厂、大成三厂、競园、白家祠堂等，也是他注重表
现的地方。创作期间，吴小平每天在遥观塘桥和白家
桥之间往返，有天晚上骑电动车回家时，还发生了车
祸，所幸没有伤到筋骨。

在白家祠堂边的运河畔，吴小平连续多日写生。不少
村民吃完晚饭、散完步，看到他还在画，纷纷竖起大拇指。

值得一提的是，白家祠堂内有一幅文徵明的《洛原
草堂图》复制品，在用笔、用墨、构图上都给了吴小平很
大的参考价值。洛原草堂位于大运河南白家桥东，消
失已有百年，吴小平也将这一东方园林在自己的画作
里予以重现。

“一幅画就是一段记忆，一段历史，一段故事。以
前，我关注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今年，我打算把注意力
放到运河两岸的发展变化上。”吴小平说，今年是中国
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如今，运河两岸越来越美,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在这条古老而又年轻的河流
上，一幅幅和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诉说着属于新时代
的运河故事。

“我要把这种发展变化画出来，把这条‘幸福河’画
出来！”吴小平说。

吴小平两年创作163幅运河国画

画尽运河的初见之美和变化之美

西起奔牛，东到横林，他用国画的形
式，把运河常州段的主要古风貌、古建筑
和老桥梁记录了下来。他曾用两年时间
创作了163幅运河画。今年，他计划聚焦
运河两岸的新变化和新生活，继续创作。
追梦千年，情系运河，67岁的职业画家吴
小平要把自己对运河的初见之美和变化
之美都画出来……

吴小平画的白家桥处的运河

吴小平画的圩墩大桥附近的运河

吴小平沉浸在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