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一米八的大高个儿，走起路来

风风火火，39 岁的墙体绘画师胡士

群，和千千万万在上海怀抱着梦想打

拼的年轻人一样，有着相似的神情。

如 果 不 交 流 ，大 部 分 人 都 不 会

发现胡士群是一位听障人士。他 1
岁 时 发 高 烧 导 致 耳 神 经 损 坏 ，无 法

接 受 听 觉 刺 激 ，因 此 也 不 能 开 口 说

话。但这些年胡士群在上海街头巷

尾留下的作品足以展示他丰富的内

心世界：山海关路上“时空对话”的

立 体 墙 绘 ，崇 明 区 具 有 民 俗 特 色 的

“网红墙”，徐汇区铭天下创意工坊

游戏角色涂鸦墙……

“我发现了绘画，绘画找到了我，

让我有机会向世界表达自己。”胡士

群用手语表示。

热爱色彩的无声匠人

12 岁那年，胡士群进入安徽省蚌

埠市特殊教育学校，一节美术课上，他

展露出对于线条、色彩的天赋，瞬间被

老师捕捉到了。练习了没几年，胡士

群便不安于临摹了，那些字体、色彩、

图形开始在他心里飞扬，他看到了经

典作品中的笔触、张力和韵味，想要问

老师，却不知道如何表达，老师的答

复，有时候他也不太能理解。

艺术领域有许多抽象的概念，即

使用正常的话语进行交谈，尚且有

许多词不达意的地方，更何况是

手语。胡士群想到一个笨办

法，就是看书。在书店常常

一买就是一摞绘画教程，

好 几 本 书 都 被 他 翻

烂了。

靠 着 这 股

执拗的劲儿，17

岁的胡士群凭借美术特长被合肥市

特殊教育中心破格录取，开始接受更

为专业系统的艺术训练。通过高考，

胡士群被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艺

术设计专业录取。

大学毕业后，胡士群辗转长沙、

杭 州 、上 海 等 地 做 了 多 年 平 面 设 计

师。后来他又自己创业，成立绘画工

作室，招募了许多和他一样用绘画和

这个世界交流的听障人士。2014 年

开始，胡士群正式转型成为一名墙体

绘画师。

精益求精的专业团队

在上海嘉定区的枭林·梦工厂众

创空间内，记者见到了胡士群团队配

合空间主题设计的 8 幅墙体绘画作

品。作品整体采用偏冷的蓝灰色，传

递出的视觉效果却十分浪漫。有一

幅画中，寂静的宇宙、遥远的星球、孤

独的宇航员 3 个意象勾勒出一个动

人的科幻故事，背景中一个金色的球

体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整个画面有了

流动感。

为了这一抹流动感，胡士群和团

队前后一共刷了 3 次墙。每画完一

次，他都要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下

反复看金色星球的视觉效果。空间

负责人孙雯俐说：“其实第二版就已

经不错了，但是胡老师看了一眼，眉

头一皱，第二天又刷掉，重新调色，重

新画。”

孙 雯 俐 介 绍 ，空 间 内 的 墙 体 绘

画 ，胡 士 群 的 团 队 几 乎 都 画 过 两 三

遍。有时候为了得到一个理想的颜

色，胡士群会反复调配，用掉好几桶

颜料。他心里有着自己的标准：其他

墙体绘画团队能将设计稿 70%还原

到墙面上，他就要还原 90%；其他团

队给客户提供 3 稿备选，他就要提供

5 稿……这股执拗劲儿和他小时候学

画时如出一辙。

“只有专业水平过硬，才能在这

激烈的市场中竞争。”胡士群用手语

告诉记者。

追求创新的“圆梦工厂”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临近新年，上

海新天地商圈越来越热闹，胡士群正

带着三五个团队成员在一处台阶上

作画。整天和颜料打交道的他当天

穿了件白色绒面运动外套，手上已经

被涂成了五颜六色，胸前衣服上也沾

上了一块蓝色斑点。刚接触这一项

目时，胡士群有些犹豫。主办方提出

了 2 点需求：3D 和互动感。

3D 墙体绘画是指通过颜色的层

次和光影的变换在平面的墙上达到

视觉延伸的效果，是时下流行的墙体

绘画方式。为此，胡士群专门请教上

海 知 名 的 绘 画 老 师 ，购 买 了 测 绘 仪

器，从头开始学这一新事物。

“互动感”的要求则更高了，新天

地是上海时尚和潮流最聚集的商圈

之一，只能通过视觉来理解这个世界

的胡士群，能准确把握当下年轻人热

闹的世界吗？

项目开工前，胡士群几乎每天都

来新天地，买一杯奶茶，坐在台阶上，

观察来来往往的年轻情侣、带孩子的

小家庭、遛狗的老伯……闭上眼睛勾

勒脑海中幸福的世界，再投射到眼前

的楼梯上。很快，一份适合拍照的幸

福 门 的 设 计 跃 然 纸 上 ，项 目 顺 利

开工。

“接下来，我们团队要在创新力

上多下功夫，用美好的设计为每个人

‘圆梦’。”胡士群用手语表达出自己

的心愿。

图①：胡 士 群（前）和 团 队 成 员

在上海新天地商圈待完工作品前合

影。 资料图片

图②：胡士群

团 队 配 合 空 间 主

题 设 计 的 墙 体 绘

画作品。

资料图片

墙体绘画师胡士群墙体绘画师胡士群——

““绘画找到了我绘画找到了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季觉苏季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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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石，一座因矿而兴的城市。3000 余年的青铜冶炼

史，1700 多年的铁矿采掘冶炼史，近代以来建立的大冶铁矿更

是被誉为共和国的“钢铁粮仓”。而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原址，

便是大冶铁矿所在地。如今，这里已是一个草木葱茏、游人如

织的国家 4A级景区，成了黄石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和见证。

在原址上造景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走进公

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数“亚洲第一天坑”（图⑥，资料图

片）——坑口面积 108 万平方米、最大垂直落差 444 米的巨型

矿坑。实际上，这是一座人工形成的矿坑。工作人员介绍，这

里曾经是三座连绵起伏的铁矿山，被称为华中地区的“钢铁粮

仓”。经过 40多年的大规模机械化开采，高山被挖成了深坑。

如今，矿坑成了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内标志性的景点。“我

们以矿坑+旅游为发展路径，将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打造成集钢

铁文化体验、工业观光体验、科普研学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中

国钢铁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管理处主任

阎红勇介绍，依托矿坑的核心景观和险峻地势，景区正在着力

打造“高空转椅”“悬崖秋千”等体验项目，使游客能够在高空

俯瞰天坑全景；同时依托矿车隧道资源，打造“时光隧道”项

目，通过引入先进的全景天幕技术，融入矿山天坑、万里星空、

矿车历险等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地底采矿的全过程。

在开发中保护

对巨型矿坑的处理，一度意见分歧。曾有专家提出，将该

矿坑建成生活垃圾填埋场。提议一出，许多人立即表示反对：

“珍贵的工业遗产不能丢进垃圾堆！”彼时，虽然大冶铁矿东露

天采场已转井下开采，但周边仍有不少还在生产的工厂和车

间。“与其费力修补这道巨大的地表‘伤疤’，不如让它作为一

段提醒人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记忆保留下来。”矿山人

利用废弃的矿坑、工业遗址和周边的生产车间，先后建成了

“亚洲第一天坑”、大冶铁矿博物馆等工业旅游点。

为了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大冶铁矿的地质技术

人员不定期对公园内露天采坑、硬岩复垦基地等遗址进行检

查和监测，有效保护高陡边坡的稳定性。同时，大冶铁矿每

年投入 600 多万元用于天坑排水，保护天坑的原址原貌。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道路实现了硬化、彩化、

绿化。

在石头上种树

大冶铁矿人有一个坚持了 40 多年的“创举”——石头上

种树。“我们把山上开采出的铁矿石源源不断地送进武钢高

炉，又把采矿产生的岩石运到周围洼地。”70 岁的大冶铁矿退

休职工巫东明说，大冶铁矿从 1958 年重建开采以来，剥离产

生的废石堆积成山，达 3.7 亿吨，绵延十几公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黄石每年组织干部职工数万人到

废石山种植刺槐，每年投入资金达数千万元。经过几十年努

力，在废石场上种出了面积达 366 万平方米的刺槐，复垦率达

91%，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硬岩复垦林（图⑦，资料图片）。

如今的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已被列入“全国工业遗产旅游

基地”，每年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次。阎红勇说，今后矿山公

园还将不断加大生态治理投入和生态景观改造力度，让昔日

的矿山变成美丽花园、采场变成生态工业旅游景观、采场设

备变成游客体验观光的景点。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

“钢铁粮仓”的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范昊天

郭大刀原名郭修文，退休前在河南省话剧院从事舞台美术、

影视美术工作。因 40 余年来专注汉画像砖收藏和研究，圈内人

称“郭汉砖”。

“快八十啦，腿脚有些不灵了。”在话剧院家属楼里，郭大刀

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扶着楼梯，领着记者来到他在四楼的家。不

大的两居室里，摆满了汉画像砖及汉代陶器，还有相关画册、书

籍。“退休后，我和老伴，平时住在上海女儿家，这里成了收藏汉

砖的仓库，取个名字叫‘阅汉堂’。”

砖片作珍藏
“这就是我收藏的第一块汉画像砖（图③，资料图片），表现

的是汉代官吏乘车用马的规制。”老郭讲起这块汉画像砖的来历

及收藏的经历。

那是 1975 年的初春，他借了辆自行车到郑州东郊一个小乡

村踏青，见村头有一村民正在用一块大砖砌猪圈墙。趴上去仔

细一看，砖上有浮雕，内容有人物有车马。

“这不就是在博物馆看到过的汉画像砖吗？”有美术基础的

老郭，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跟村民一商量，买了 200 块新的红

砖给老乡，汉画像砖就给了他。这块一米多长、四五十厘米宽、

20 多厘米厚的砖，就是老郭收藏的第一块汉画像砖。

“汉画像砖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它是汉代人造墓用的，

砖上绘画、雕刻、模印的汉画像，反映了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世

界观。”老郭被汉画像砖深深吸引了。那时，郑州周边的农村平

整土地时，常常会有汉墓甚至汉墓群出现，村民也不知道这些造

墓的砖是文物，就拉回家砌院墙、垒猪圈。老郭听说哪儿有砖就

追到哪，经常一跑就是四五十里。

家人成藏友
“你身后这块砖上，有幅《狩猎图》（图⑤，资料图片）。你看

画面中的人，骑在马上俯冲而下，跑鹿上坡蹿跃；猎人拉满弓、箭

在弦，志在必得，跑鹿回望猎人惊恐狂奔，吓得两只鸟惊叫高

飞。”老郭指着画面，仿佛是在给当时的狩猎场景作现场直播。

汉画像砖豪迈浪漫的艺术张力、活力四射的动感画面、震撼人心

的恢宏气势，不仅令他难以释怀，也慢慢吸引了他一家人。

老郭的爱人退休前是话剧院的编剧，女儿现在是一所艺术

院校的教授，几十年来他们成了老郭的藏友。工作之余，老郭就

会泡上一杯好茶，请出他的宝贝，跟家人一起品茶赏宝：农耕的、

狩猎的、格斗的、对弈的……收藏成了家庭生活的内容，藏品成

了家里须臾不离的物件。

拓片赠知己
“与汉画像砖 2000 多年历史比，我是匆匆过客，不是我收藏

它，是它收藏了我。”63 岁那年，老郭决定把自己收藏的汉画像

砖进行整理，打出拓片结集出版，“把珍贵的汉画像砖画像拓下

后，再把原物封存保护起来，既能保护文物，又能传扬优秀传统

文化。”

把汉画像砖搬出来摆好，用水喷湿，然后铺上生宣纸，用鬃刷

轻轻扫平，再用湿毛巾按压，使得纸和砖紧密结合，让图案凸显出

来，待纸微青泛白八分干时，再调墨上包，千拓万点，层层湿墨。

老郭打制的拓片逐渐被很多人喜欢，先后在上海多所大学

进行汉画像砖拓片专题展出，后又在郑州美术馆、福建美术馆等

地展出，还应邀在同济大学开了汉画像砖拓片专题讲座。随着

老郭收藏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有不少人要买他的汉画像砖。对

此，他态度很坚决，“这是属于历史的，一块都不卖，要完整地捐

给国家。”但对于真正懂汉画像的，老郭经常慷慨地以汉画像砖

拓片相赠，以图会友，把共赏者引为知己。

“愿更多的人参与保护汉画像砖，喜欢汉画像砖拓片，热爱汉

画像艺术。”郭大刀说。

图④：汉画像砖拓片《角抵百戏图》局部。 资料图片

老郭 40 余年专注汉画像砖收藏

“阅汉堂”里有乾坤
本报记者 任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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