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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强

22年前，一名酷爱绘画的学生，在通州区博物馆运河主题画展现场看了一整天后，默默许下心愿：“将来，我也要办画展，用画笔
描绘家乡的美。”

22年后，这名许下宏愿的学生已成长为专业画家，先后创作出了50余幅与运河有关的水彩画。这些水彩画明年春天将在通州
区文化馆展出，心愿即将变为现实。

““运河的孩子运河的孩子””拿起画笔拿起画笔

这位画家名叫孙在峰，今年 41岁。他的出生地在
通州区西集镇，距离运河不过几公里。“运河里的水，岸
边的大树、农田、村落，甚至花花草草、小鱼小虾，都是
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孙在峰笑着说，从艺术的角度
讲，自己是“运河的孩子”。

受自家叔叔影响，小时候的孙在峰就经常跟着画
家团队一起到河边采风。“叔叔拿着画笔在河边画风
景，让我在一边看着学。那时候年纪小，贪玩，看不明
白画画，总感觉这条河除了宽一些，也看不出有多漂亮
呀，反倒是岸边的鹅卵石、喇叭花，更让我喜欢。”孙在
峰说，直到自己长大了，生活阅历丰富了，才体会到这
条大河承载的“乡愁”，“再拿起画笔站在河边，会感到
异常的宁静，沉浸在画面里，处处都是美景。”

从 2017年开始，孙在峰只要有空就会拎着简易画
具到运河边转转。寻一处河畔美景，立上画架，扣上画
纸，再支一张小桌，摆好颜料……灵动诗意的大运河水、
造型优美的千荷泻露桥，还有背景里依稀可见的高楼、小
船，随着画笔和颜料挥洒，一一跃然纸上。

几番寒来暑往，城市副中心的标志性景观——古
香古色的燃灯塔、充满现代气息的运河商务区、玉带
河桥，还有那活力十足的城市绿心，全都定格在他的
画纸上。

用心感受眼前流动的风景用心感受眼前流动的风景

孙在峰的水彩画师承通州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贯
会学。22年前，正是贯会学带着一众学生到通州区博
物馆看展，在孙在峰的心里埋下了美术的种子。“好的
作品不是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一定要走到户外，用心感
受流动的风景。”贯会学的话让孙在峰铭记在心，“虽然
你特别喜欢运河，但搞艺术创作，不能像工厂流水线一
样批量生产。”

“老师讲过，要细心观察，作品得寄托画家的情感、
思想。”孙在峰说，自己每次来到运河边都不急于下笔，
更多时候只是手拿画笔在河边默默看着，等待着激发
灵感的一刻到来。很多路过的市民都会好奇，有的还
会跟着他一块看。

说来有趣，记者与孙在峰相识，正是因为他的行为
引人好奇。今年深秋，记者在运河畔拍摄风景，镜头一
转，画家打扮的孙在峰进入取景框，镜头拉近，画纸上
呈现的正是身处秋色中、手拿摄影器材的记者。“很多
作品都是先整体铺色再进行细节刻画，这场景我起初
还真没料到。”孙在峰取下这张新作后说，最开始只
是觉得弯弯曲曲的河畔绿道搭配上五彩缤纷的秋景
很漂亮，没想到临近收尾，记者的身影映入了眼帘，

“场景里一下子有了主人公。”

““通州的景色不比欧洲差通州的景色不比欧洲差””

“早些年为了开阔视野、结交朋友，我没少去胡同、
山里、海边画画，虽然也出过不少佳作，但总感觉身体
有点疲惫。这几年画通州，我的身心都很轻松，这不光
是因为免去了舟车劳顿，更重要的是在家乡有归属
感。”在孙在峰看来，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框架全面拉
开，很多先进理念在通州落地，运河、游船、桥梁、高楼、
绿地，在城市中很有层次感，“论景色并不比欧洲差。”

孙在峰创作的50余幅大运河主题水彩画中，他本
人最喜欢的还是 3 年前的那幅《西海子》。画中的燃
灯塔，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通州”，“画画那天是清
明假期，天空阴沉着，即将收工时，下起了小雨。雨
滴打在画纸上，让水彩呈现出一种晕染的效果。”孙
在峰的水彩画作品尺寸都不大，长和宽大多控制在
10 厘米左右，属于袖珍画。“选择用这种尺寸创作，是
希望大家可以近距离欣赏作品，在方寸之间感受城市
副中心的魅力。”

这50余幅大运河主题水彩画预计明年春天在通州
区文化馆展出，向市民展示城市副中心的别样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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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孙在峰正在运河边创作水彩画。

西海子公园中的凌云古塔，于水彩的晕染下，
显现出别样的美感。

横跨运河两岸的千荷泻露桥，通过
水彩增添了一份温暖。

水光潋滟的观景台，定格在画纸上更现
活泼灵动。

水草丰茂的榆林庄闸湿地，彰显了
运河之美。（受访者供图）

大运河森林公园，水鸟寻食，悠闲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