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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末下午，扬州市中心的石塔农贸
市场一家净菜摊就会比平时热闹许多，倒不
是买菜的人变多了，而是陆续有家长送孩子
前来参加这里的“公益绘画班”学习画画。
50多岁的菜摊工人赵卫红不停在摊贩与老师
之间切换角色，有人买菜她就招呼顾客，没
人买菜她就指导学生，一声声教学、一幅幅
画作，也吸引了诸多消费者驻足观看。

“顶替”儿子上兴趣班，圆了绘画梦

赵卫红曾经是扬州红星针织厂的一名纺
织女工。说起她与绘画结缘，还得从她2002
年下岗说起。下岗后一时没找到工作，赵卫
红成了全职太太，每天就是做饭接送儿子。
从小就有绘画梦的赵卫红决定让儿子周末学
画画，于是给他报了绘画兴趣班。可是，儿
子不感兴趣，学了不到半年就不想学了。

自己没工作却花钱给儿子报了兴趣班，
而儿子又不想学了。为了不浪费钱，没办
法，赵卫红自己坐进了一群娃娃中间，学起
了画画，也算是圆了自己的绘画梦。那段时
间，赵卫红简直成了“画痴”，洗衣做饭打扫
卫生都在琢磨画画，甚至为此烧煳了饭菜，
忘记晾晒洗好的衣服。可以说，赵卫红数十
年对绘画的渴望一下子喷涌而出，让她几乎
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老师见这位由家长变成的学生这么用
功，也就经常给她“开小灶”，赵卫红过意不
去，表示要继续交钱学画画，老师知道她已
经下岗，便让她下课后把教室的卫生包了，
算是学费。赵卫红心存感激，学得更认真
了，即便是学习最基础的线条，她也乐在其

中，一点也不觉得枯燥。其他小朋友精神难
以集中，她就做示范领着孩子练。

对于绘画零基础、年龄又偏大的赵卫红
来说，37岁学绘画确实有点难。一开始觉得
素描很难，后来赵卫红感叹色彩比素描更难
学，尤其是调色很难控制，真的是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当她询问老师该如何掌握方法
时，老师教得少，总是告诉赵卫红要先画，
要持续地“练”。于是，赵卫红听从老师的解
决方式，没有放下画笔，尽量用更多的时间
去“练”。

就这样，一直到2014年，赵卫红都在不停
地学画画，甚至还学习了工笔画。10年间，赵
卫红专心画画，没有过多为工作和家庭忧愁，
绘画水平进步很大，不少作品被老师拿去参加
培训班成果展，甚至有的画被老师的朋友当成
老师的作品索要，赵卫红也加入了美术家协
会，从专职太太变成了“专职画家”。

在最喧闹的菜市场，做最安静的画

2014年，赵卫红家中突遭变故，从来十
指不沾阳春水的她一下子扛起生活的重担。
这时，画画对她而言，已然成了奢侈，她必
须为自己的生活奔走忙碌。没有工作经验的
她走进了石塔菜场，开始为别人打工卖菜。
即便如此，赵卫红也没有放下画笔，只要有
时间，她就偷偷练笔，歌曲《勇敢的心》，给
她带来坚持画画的勇气和力量。

赵卫红每天4:30起床，5:30到摊位，
中午12:00离开，下午3:00到摊位，一直到
傍晚6:30才回家。这中间有生意繁忙的时
候，也有相对清闲的时候。她和老板说好，
在保证不影响生意的前提下，能让她抽空画
画。赵卫红一般上午不画，上午来买菜的人
多，下午人少的时候画。赵卫红回到家偶尔
也会再画一会儿，她的家里，已经完成大大
小小的作品有数十幅，国画、素描、工笔、
水粉、油画等都有涉猎。

赵卫红的绘画作品很多，但从来不卖。
有朋友向她索画，她也从不收钱，免费送，

但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真喜欢，要挂在家里
的。她希望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得到尊重。
提起现在的生活，赵卫红常常用“非常幸
福”“非常开心”来形容，“画画可以让我忘
掉不开心的事情，让我找到自信，我很享受
这个过程。”

“办画展”“开画班”，当上“绘画老师”

2021年10月，一张赵卫红在石塔农贸
市场里画油画的照片爆红网络，59岁的赵卫
红一下子成了扬州最知名的“卖菜画家”大
姐。网络爆红后，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对她
进行报道。后来，央视又专门邀请赵卫红参
加《舌尖上的中国》的录制，向全国人民讲
述“画与烟火”的故事。扬州大学新闻与传
媒学院的一名大四学生还专门为赵卫红拍摄
了一部纪录片，通过网络让更多人从赵卫红
身上看到，“诗和远方”就在脚下。

成为网络名人后，许多家长找上门要让
孩子跟赵卫红学画画。这让赵卫红有些为
难，一边是老板的生意，一边是家长的好
意。好在广陵区汶河街道及石塔社区及时出
面协调，老板同意她下午生意清淡时带娃学
画，而赵卫红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带娃学
画不收钱。赵卫红的“公益绘画班”，不设门
槛，每个周末下午3点在菜市场开课，只要
愿意学、愿意画，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
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不收任何费用。

后来，石塔社区工会办起了“青工夜
校”，开设“‘杏’福石塔 五彩艺术班”，邀
请赵卫红担任志愿者教师，免费教授居民素
描、工笔画和国画。赵卫红二话不说，放弃

自己休息时间和创作时间为青工讲绘画知
识。2023年12月25日，赵卫红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菜贩、一名画家到一
名党员，在汶河街道及石塔社区的帮助下，
赵卫红先后实现了“办画展”“开画班”的梦
想，用自身的经历，为越来越多的人送去了

“追梦”的信心。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敢于“追梦”、学画有
人教，最近赵卫红又当起了绘画“网络主
播”，定期上线教画，赢得了全国各地网友的
拍手叫好。赵卫红说：“以前我得到了很多人
的帮助，现在就想回报一下社会，这是我的真
心。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困境，就不会知道别人
对你的帮助有多么重要，一辈子忘不掉。”

有梦想就有力量！赵卫红把对绘画的热爱化为追寻的日常，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做最诗意的事情，用勤奋和坚持在人生舞台上秀出了自己的风采——

□ 王槐艾

苏州平江路上听一段《声声慢》，南京
夫子庙里赏一场秦淮灯彩，常州青果巷里
追寻江南名士，无锡清名桥打卡近代民族
工商业遗存……近日，记者走访江苏代表
性古建筑老街区，感受一砖一石、一房一
瓦、一街一巷留下的光阴故事。

闻其声——“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
……”藏身平江河畔的琵琶语评弹艺术馆
每天演出6到7场，几乎场场爆满，很多人
慕名而来只为听一曲吴语《声声慢》。 苏州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点，被誉为“没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
馆”。街区内，耦园、全晋会馆等世界文化
遗产、文物保护单位串珠成链，承载了古城
2500余年厚重历史。人们漫步曲折迂回的
古巷，听听弄堂深处的评弹，看看河道中的
乌篷船，探寻姑苏原味。在扬州的仁丰里，
保留着唐代“里坊制”格局，不乏烟火气息，
巷道中不时响起的广陵古琴、扬州评话，与
淘米洗菜、观棋插话、“丁零零”的自行车铃
声交织在一起。

观其形—— 南京市颐和路历史文化街
区，有200余座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花园洋房
住宅和国外使节公使馆建筑，有“民国建筑博
物馆”之称。 徐州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的
主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户部山古建筑
群，崔焘翰林府、余家大院、翟家大院等百余间
古建筑沿山而建，兼具北方四合院的规整与南
方民居的秀美，明清建筑风貌在此浓缩。

品其韵—— 大运河畔的常州青果巷，
历史可追溯到隋代，以往来船舶云集、开设
各类果品店铺得名，因“江南名士第一巷”
闻名，孕育出百余名进士和一大批名士大
家，如抗倭英雄唐荆川、革命先驱瞿秋白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站
在镇江北固山远眺，长江与大运河形成的
黄金十字交叉，令人想起辛弃疾当年登临
的感叹。山脚下，是西津渡历史文化街
区。这里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完
好的地区，非遗特色凸显，地域风情浓郁，
吸引众多游客。

一片街区、一座古镇，是一座城市的缩
影；保护一条街、一座城，就是守住民族文
化的根脉。

江苏底蕴深厚，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1处，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
文化街区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统筹保护文
物资源、历史建筑、城市空间、街巷肌理和
生活形态，江苏探索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逐步形成以文物资源为核心的城
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于苏州古城核心区举目四望，但见天
际线明朗干净。古城保护的“铁律”严格执
行至今：以始建于三国东吴时期的北寺塔
高度为参照，任何新建楼房不得超过24米。

在扬州，站在瘦西湖熙春台远眺，绿树、
碧水、青瓦勾勒出优美曲线，视野内不见高
楼。扬州在立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
自创“放气球”限高方法，若在景区看得见设
计高度的气球，就必须降低建筑高度。

同时，江苏下足绣花功夫，坚持小规
模、渐进式、微更新，通过提升和改善老街
区基础设施，让老居民留得下、年轻人愿意
来。 在南京，小西湖片区的老街坊许庆
在屋顶露台晾晒时，低头便能看到院里的
枇杷树。他说：“老房改造时，设计师按我
们的要求改建了露台，还保留了我小时候
种下的枇杷树。” 苏州世界文化遗产耦
园，因昔日园主沈秉成夫妇的爱情故事被
称作“爱情之园”。去年七夕起，耦园成为
苏州特色婚姻登记服务点之一，到园林办
婚礼成为风尚。

古建筑老街区，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
也是外乡人眼里的风景。

苏州山塘街上，随处可见苏裱、玉雕、
桃花坞木版年画等非遗项目。在南京夫子
庙，可以观秦淮花灯，又可赏明清科举文
化。“人们在饶有兴致地拓印年画、了解科
考历史中，传统文化生动了起来。”南京中
国科举博物馆馆长冯家红说。

2024年春节期间，南京夫子庙秦淮风
光带景区、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扬州东
关街历史文化旅游区等日均接待游客都超
过10万人次。

砖瓦排列、街巷纵横，人声鼎沸、烟火
氤氲的古建筑、老街区，正讲述着传统文化
与当代生活相融共生、文化遗产保护与城
乡建设相得益彰的动人故事。

王圣志 蒋芳 邱冰清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多位爱诗的环卫

工。他们表示，读诗、写诗让人身心愉悦，对
待人和事以及工作更加积极乐观。湖北武
汉城管一项统计显示，该市爱读诗、写诗的
环卫工超过 1000 人，而且队伍还在不断壮
大。朴素而动人的诗句，感动了众多观众。
越来越多的市民，对环卫工和城管人多了一
份关爱与支持。（7月29日 极目新闻）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环卫工大都
学历不高、年龄偏大，和读诗写诗没有什么
交集。 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环卫工读诗写
诗”并非不务正业，而是带着强烈的主体意
识，完成普通劳动者在这个时代的自我书
写，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对工作的感悟和对
时代的理解。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用诗
歌告诉世界，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精神诉
求与情感需要。

与专业人士相比，“环卫工读诗写诗”

或许质量并没有那么高，却依然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诗歌可以抵御庸常，
用心怀诗意来保持内心的安宁与从容；另
一方面，读诗写诗没有职业、学历、年龄等
诸多门槛，人人都可以读诗写诗。

在平凡的世界里，环卫工用自己的角色
扮演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环卫工的工作
辛苦和忙碌，为何还有闲情逸致写诗？只要
真正对写诗充满热爱，就会想方设法去做。
读诗写诗不仅成为环卫工悦纳自我的一种
方式，还能够在诗歌中得到精神滋养；更为
关键的是，“环卫工读诗写诗”还加深了公众
对环卫工群体及其工作的理解，有助于提升
环卫工的职业声誉和社会认同。

不论是“外卖诗人”，还是“菜场作家”，
抑或是“环卫工读诗写诗”，越来越多的普
通劳动者在谋生之余，更加注重丰盈自身
的精神世界。在经典纪录片《乡村里的中
国》里，男主人公、山东农民杜深忠尽管家

庭经济并不宽裕，却始终对琵琶念念不忘，
最终在朋友帮助下成功购置了一把琵琶。
面对妻子的质疑批评，杜深忠指着桌上的
煎饼，愤愤地说，“人需要吃饭，他得活着。
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哺养。”越来越多
的环卫工爱上读诗写诗，说到底就是从诗
歌中汲取精神滋养。

热爱照亮平凡人生，诗歌让环卫工
成为“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虽然可能物
质上不够丰盈，但一些环卫工的精神生
活却很富足。“环卫工读诗写诗”作为一
个表达的出口，让更多环卫工被看见、被
听见、被发现；当环卫工的劳动得到更多
的肯定和激励，也会得到更多的制度护
佑和人文关怀。

“环卫工读诗写诗”何乐而不为？
杨朝清

走读文脉——
江苏古建筑老街区走笔

徐州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全景徐州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全景

““菜场画家菜场画家””用画笔绘就诗意人生用画笔绘就诗意人生

赵卫红边工作边画画赵卫红边工作边画画

赵卫红绘画作品

赵卫红绘画作品

赵卫红在扬州仁丰里举
办了个人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