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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尘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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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顽童” 扑身美术创作
气色红润，满头黑发，说话声如洪钟，举

步稳健有力。初见杨绍伯，你定不会相信眼
前这位先生已经74岁了。访谈间，他轻松忆
起往事，笑谈人生经历和各方见闻。年轻时
吹笛操琴，中年时自主创业，老年时醉心绘
画。“我的画不卖钱。”图个乐，圆个梦，杨绍伯
以“顽童”之纯心置于画业，看似作乐，实是念
乡，意在留下故乡宣汉的幕幕美景。

杨绍伯1964年调县曲艺队，学的是乐
艺。从川剧团到文工团再到后来并入的文化
馆，他执业曲艺领域。但有的人就是天生多
用，早在1962年，杨绍伯18岁之时，他画的一
幅《毛主席和少先队员》就登上了宣汉县第一
届美术展。

据杨绍伯讲述，他结缘美术源于偶然，当
时他的一位亲戚有绘画基础，便抱着好奇心
跟着学了一段时间工笔画，没想到颇有天分，
画啥像啥。于是，在工作之余，杨绍伯开始到
处画广告画，一个月能收入好几百元。或许
杨绍伯身上天生有股闯劲，同时具有超前思
想，上世纪80年代，他凭借美术功底开始创业
干起了室内装修，并因此成为了宣汉县第一
个万元户，人称“杨百万”。把女儿们送往北
京上学后，杨绍伯开始画起了花鸟，逐渐在身
边的圈子有了名气。

在2004年以前，由于工作原因，杨绍伯
用在绘画上的心思和精力并不多。2004年退
休以后，杨绍伯到北京与女儿们团聚。身在
异地倍感思乡，大半辈子的记忆都在宣汉，如
何不念家乡？同时，受当地艺术氛围感染，杨
绍伯从各地的山水画获得体悟：“宣汉那么
美，何不将它画出来呢？”北京的养老时光漫
漫长长，2008年奥运会后，他开始专注美术创
作，决定画家乡宣汉的山水风景、风俗民情。
每年之中，杨绍伯一大半时间在宣汉采风，然
后将底稿带至北京对其中所涉风俗文化进行
考证，完成创作。

历经艰险 跑遍家乡山水
《土家农舍腊肉香》、《石梁山上插秧忙》、

《浦江中河农家宴》、《坪楼山下老瓦房》。这
是杨绍伯其中四幅画的题名，连诵即成诗。
在他所画的两百多幅画里，有高山平坝，石桥
宝塔、峡谷瀑布、溪水船舶、村道农家，其间有
着烟云缭绕、雾漫溪桥的流动，古道悠悠、崇
山峻岭的雄阔，也有社火赶集、百舸争流的闲
趣。而这众多自然美景与生活场景皆取材于
宣汉。

一个速写本，一部相机，近十年来，为画
出家乡的山水民情，杨绍伯带着这两个物件，
走遍了宣汉县的50多个乡镇，拍下了一万多
张采风素材，画下了上千张素描底稿。宣汉

位于大巴山南麓，很多村镇地处偏远山区，路
途崎岖难行。然而，风光总在丛林深处，为了
画出最原生态的宣汉风情，年逾古稀的老人
依然行走在山间。一路上，他曾搭乘摩托车
颠簸在半山腰的悬崖边，曾在荒无人烟的山
路上被硕大的黄牛挡住去路，甚至在拍桥下
溪水时由于太过专注被突然驶来的汽车撞
倒。

杨绍伯的画中有不少瀑布，这些瀑布较
为原始，所在之处人迹罕至，无路可走。而这
并没有成为杨绍伯采风的阻碍。有一次，杨
绍伯为了画一处谷底瀑布，便找到附近的一
个农民，一起肩挎绳子，手拿弯刀，开辟出一
条小径，并让农民在谷顶握住绳子，自己顺着
绳子滑到谷底。据杨绍伯回忆，那些地方处
于荒野，随处都有蛇，经常能听到各种动物的
叫声。即使在一些有人家的地方采风，也时
常冒出恶狗，追赶吠叫。

取景只是第一步，要想呈现一幅兼具风
景、人物、生活场景等多个元素的乡村民俗
画，必须要选材、构图。杨绍伯时常对着导入
进电脑里的照片反复研究，一个人的动作姿
态有时要研究好几个小时，每幅作品出来前
他至少要练习五稿，才能达到他的理想标准。

身在他乡 心念家乡发展
绘画于杨绍伯而言不是谋生工作，只是

个人爱好，可他花在作画上的时间并不少，如
果不是在采风时期，他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
画画，直到夜里十一二点才休息，一门心思都
在绘画上。据说他曾经在短短2个月里画出
了20幅画，平均3天一幅，画面生动逼真精美
可感，让人称奇。

“我已出版了个人画集《山水宣汉》，目前
正在筹备第二本画集《山情宣汉》，预计2020
年完稿出版。之后呢，我会将创作内容对准

宣汉的民间音乐，再争取出版一本《山音宣
汉》。”据杨绍伯讲，他的画集皆是自费出版，
不算采风和绘画原料的费用，仅出版500本
《山水宣汉》就耗费了8万元。目前，宣汉县
委、县政府、文化馆、图书馆、县志办、档案馆、
中小学等多个单位均收藏有《山水宣汉》。

到了北京，一直对故乡宣汉频频回望，这
位古稀老人内心深藏的是怎样一种故土情
结？“宣汉是个好地方。”说起宣汉的好，杨绍
伯如数家珍：历史悠久的巴人文化、物产丰富
的富饶之乡、迅速发展的城乡建设、珍贵独特
的文化遗产……

这些年，看着家乡在交通、住房、物质生
活条件等各方面的改善，杨绍伯心中感触颇
深。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走来，几十年的人
生与宣汉如同“命运共同体”一样，他所经历
的时代是极具参与感的时代，这也让他对家
乡宣汉时刻保持着关注，深植一颗回馈宣汉、
推介宣汉的责任心。

杨绍伯的画在北京的画廊里独具一格，
很少有人会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金钱去描绘
一个并无名气的地方的风情。但是，也正因
为他的画，更多人开始知道西南有一个美丽
的小城，它的名字叫宣汉。

在异乡的宣汉人偶然看见杨绍伯的画，
会目不转睛，惊喜地指着画中的一处屋舍或
山峰，说“我以前就住在这儿、去过这儿”，被
勾起无尽的乡思与怀念。

宣汉县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旭认为，杨绍
伯的画从民间美术表现手法入手，以最直接
的方式表现自我感受，色彩明丽，对比强烈，
借用了中国画平远的构图方式、传统的水墨
技法造景写实，具有独特的感染力。

根在哪里，心在哪里。杨绍伯说，再过几
年，他会回到宣汉，不再远走，因为他属于宣
汉。 （本报记者 刘苏颉）

宣汉七旬“顽童”杨绍伯退休重拾画笔
两百余幅风俗画寄情家乡

今年四月初，四川文理学院美术馆举办了“文化自信、乡村振兴——彭广素、杨绍伯民间艺术
展”，展出了杨绍伯的31幅精品画作。正如展览主题所指，杨绍伯的画展现了以宣汉为代表的乡村新
面貌。大量写实逼真的山水风俗画让很多看展人如临其境，清新质朴的乡村气息和田园意趣扑面而
来。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少画的题注写明画作完成于北京。如此逼真的画为何成稿于异乡？
这些画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2日，今年74岁的杨绍伯从北京回到宣汉采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他的创作故
事。

人物名片：
杨绍伯，汉族，1944年

生于宣汉县城。音乐专
业，原川剧团琴师。少年
时结缘美术，擅长工笔花
卉。后于宣汉县文化馆工
作，2004年退休后在北京
居住，数年后不甘寂寞，思
怀故乡，始重提画笔，十多
年中，每半年回乡采风，半
年留京作画，成画数百幅，
汇集成册，以慰乡思，回馈
家乡。

达川区国资办公开
出售云内动力达州汽车
有限公司（原华川厂）生

产流水线三条。报名时间至2018年4月
30日止，报名地点：达川区国资办。

电话：肖晋泉15390453999
王小勇18228670893

公 告

广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18年5月29日、5月
31日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1、开江县任市镇正南街222号（原任市
镇卫生院）房屋400.1平方米，土地729.10平
方米（性质为商住出让）。整体拍卖，起拍价
261万元。设有保留价。

2、达州市通川区通川中路187号，外贸
茶叶公司2—3层房屋（现静心园茶楼），建筑
面积：380.40平方米，两证齐全，以房屋现状
（含装修、设备）整体拍卖，起拍价496万元。

说明：1、标的1报名时间为2018年5月
28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竞买保证金30万

元；拍卖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上午10时；
报名和拍卖地址：开江县政府交易中心。2、标
的2报名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上午9时至
下午5时，竞买保证金50万元。拍卖时间为
2018年5月31日上午10时。报名和拍卖均在
静心园茶楼。3、竞买人须持有效证件报名，未
竞买成交的，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两个工作日
内返回不计息。4、以上标的买卖双方的过户
税费均由买受人一方全额承担。5、拍卖标的
以现状展示于标的所在地现场，竞买人对竞
买标的自行审鉴，本公司对拍卖标的不承担
瑕疵担保责任。6、详细情况请咨询本公司。

电话：13550012345 13880757115
四川嘉美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8日

嘉美拍卖公告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