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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从北京市东城到西城，再
从南城到北城，土生土长的老
北京人王忠良凭借着钢笔和画
纸，真实记录了北京城市公共
交通的发展历程。在他的画作
中，既有1957年北京第一辆国
产公共汽车“五七型”；也有近
几年刚投入使用的清洁能源公
共汽车。如今王忠良已年过6
旬，但他依然坚持每周带着画
架和相机走上街头寻找北京城
市公共交通变化的新印记。

扎根记忆的公共汽车情缘

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是城
市发展中最为常见的公共交通
工具，在家用小轿车尚未流行
普及的年代，乘坐公共交通是
大多数市民出行的主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公
共交通工具经历了一代又一代
的发展变迁。提起不同时代的
公共汽车，王忠良印象较为深
刻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一款在车顶上置放了煤气包的
公共汽车。“那时的煤气包看上
去比车小不了多少，满气时圆
鼓鼓，缺气时干瘪瘪，非常滑
稽。”王忠良告诉记者，“我家门
口经常驶过的6路公共汽车的
车顶上就挂着个煤气包。每当
听到巨大的发动机声，我就跑
出家门蹲在路边，看着6路公
共汽车晃悠悠、慢腾腾从眼前
驶过，满心都是欢喜。”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王忠良萌发了画公共汽车的念
头，并慢慢尝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忠
良从部队转业回北京后，心里
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北京各式各
样的公共汽车。回到家第一时
间，他就跑上街头观察寻找公
共汽车新的变化特征。

在他入伍的几年间，北京
的公共交通工具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王忠良家门口的6路煤气
驱动公共汽车已经更换为13路
汽油驱动公共汽车，而当时最
新型号的无轨电车也开始陆续
出现在不同地段的街头巷尾。

“这些变化更加激发了我
画公共汽车的热情，如果少年
时是无意识从喜好角度画，青
年阶段我则是有意识地要通过
画作记录北京公共汽车的变
化。”王忠良说，“由于那时北京
市政府正进行大范围的城市更
新与基建维护，我便尝试着把
一些经典场景与公共汽车融合
创作，这样不仅带入了城市主
题，也更加丰富了我作品的内
容和表现风格。”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北
京市开始给公共汽车进行双燃
料改装，1999年又在全市大范
围扩建了天然气加气站。“此后
20年内，北京市区主要道路的
公共汽车陆续经历了油电混
合、纯电动等新能源和新技术
的革新。公共汽车的大空间、
高颜值、低噪音成了很多人的
共同感受。”王忠良说。

随着城市道路设施的不断
完善及公共汽车的持续提速，
王忠良的素材收集也由蹲守改
为追赶，再到后来必须借助相
机抓拍，再回家创作绘画作
品。“公共汽车变化越来越大，
我的创作热情也越来越高了。”
他说。

苦寻老款公共汽车踪迹

王忠良画公共汽车喜欢在
细节上下功夫，他画的汽车零
配件、机械部位都异常清晰、严
谨。“这种纪实和记录需要建立
在自身责任感较强的基础上。”
他表示，自己希望当代观众看
到画的时候，一方面能享受艺

术带来的美感；另一方面也能
从作品中了解到当时公共汽车
的技术特征。

为了更好地把公共汽车的
细节展现出来，王忠良已经不
仅仅满足于追车，而开始溯
源。他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一
些存有老款公共汽车的维修厂
或停放地，然后与对方沟通，想
方设法找到近距离观察汽车局
部构造和面貌的机会。

在王忠良的作品里，有一
幅画的主角是北京市120路公
共汽车，这也是广受关注和好
评的一幅画。“我从曾担任120
路公共汽车司机的何师傅处了
解到，该车原型是美国T234汽
车，特别是它的发动机，曾用在
T234、吉斯151、解放CA10公
共汽车上，是一款非常经典的
产品。”他说。

但当王忠良想画该车时，
市面上的该款公共汽车已基本
淘汰绝迹。得知王忠良的创作
因为没有素材而陷入僵局时，
何师傅告诉他一条线索，在北
京城北的龙王庙村可能有一款
他要找的T234汽车。

没过几天，王忠良就与何
师傅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
到龙王庙村。“还没进村，我远
远就望到一个房子不像房子、
车子不像车子的‘建筑物’。走
近一看，果然是T234汽车车身
的一部分，它已经被改造成自
行车修理小作坊。”

王忠良如获至宝，经对方
同意后，他立刻与何师傅测量
车身尺寸、查看尚存的配件细
节。“当时我就忍不住掏出钢笔
把看到的一笔一笔画了下来。”
王忠良说。

除了公共汽车外，搜集已
退役的有轨电车也是王忠良的
日常工作之一。当时老北京的
有轨电车品牌庞杂、制造商众
多，有法国造、德国造，还有日

本造。为了找
到原车型，王
忠良还前往沈
阳 、大 连 、长
春、鞍山等地
寻踪觅迹。

“ 因 为 当
时这些城市多
多少少继续用
着老北京退役
的有轨电车。”
王忠良说，但
如果实在找不到，或者车型面
目全非，他就只能到电车公司
修理厂找退休的老师傅，请他
们描述电车的造型与特征。这
个过程很艰难，但也常常令他
感动。

“记得有位老师傅，他的
一张劳模留影的照片背景就
是法国造100型有轨电车，但
当时照片成像质量很一般，再
加上人挡在前面，电车样子很
模糊。老人描述很长时间也
没说清楚，但当他知道我的目
的后，索性就将这张珍贵的照
片赠送给我，让我慢慢研究。”
王忠良称，老人最后表示，劳
模照片对他来说虽然很珍贵，
但送给王忠良能为城市的交
通工具在文化留存上提供线
索、理清脉络，还可帮助后人
掌握那个时期的工业特征，这
张照片就体现出更高的社会
价值，自己也很欣慰。

用心记录时代印记

王忠良告诉记者，他的每
一幅画背后都有来自不同行业
热心人的帮助。“特别是在早些
年照相设备、互联网还不太发
达的时候，要想了解一台公共
汽车的基本参数还有相关资
料，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
可能。”他说，“但当时我接触的
每个人，一听说是要积累特定

时期的历史资料，就义无反顾
地为我提供支持。”

为了回报大家的帮助，王
忠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去，
往往数日数月窝在家中不出
门，有时一连几日通宵达旦埋
头苦画。但也因为这样，他失
去了工作。没了收入来源后，
王忠良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都举步维艰。“最困难时，我
只能去给物流公司跑跨省长途
货运。”他回忆说。

即便如此，王忠良依然坚
信，每一次付出都是有价值
的。由于长期的专注、认真和
坚持，王忠良获得世界华人艺
术家金奖及中国钢笔画第二、
三、四、五届金奖或银奖，作品被
中国美术馆等场所展出。他的
艺术作品很受欢迎，甚至不少
国外的汽车爱好者不远万里前
来北京与他交流，并购画收藏。

“照片固然在真实性上具
有显著的优势，但钢笔画更能
体现出细节，富有温度，独具魅
力。”王忠良称，曾有一位专画
小汽车的德国钢笔画家这么跟
他说，如果把钢笔写实作品和
真实照片对比，很容易发现钢
笔画在细节的处理上超过了照
片。在机械表现、色彩及明暗
对比方面，钢笔画也比照片更
详尽、鲜明，因为这其中注入了
艺术家的细腻情感，它与照片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情”。

“但对于我而言，画公共交
通工具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王忠良解释说，“城市公交系统
每个时期有其独特的印记，随
着时光流逝，很多东西可能会
永远消失。我用钢笔画把历史
情景再次重现，就是为了让北
京各个时期的城市交通工具以
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存。所以我
必须确保画中的每一台车、每
一个场景都是真实可靠的，经
得起时间与历史推敲。”

王忠良深感，北京城市公
共交通发展史也从侧面反映出
了城市发展的成果和特征。“这
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和无数人的奉献
才取得的成果。”他说，“作为一
名见证者和记录者，我要用手
中之笔，继续把我们祖国首都
城市交通发展的辉煌历程刻画
出来、传承下去。”

钢笔画家王忠良钢笔画家王忠良：：

为北京公共交通变迁为北京公共交通变迁““作传画像作传画像””

2021北京书市启幕

5月 14日，以“百年新征程

京城添书韵”为主题的2021年北

京书市在北京市朝阳公园启

幕。本届书市主会场面积约

10000平方米，由主旋律主题展

示区、主题发布区、实体书店街、

时光古书局、创意生活荟、时尚

潮玩区、品阅休闲区、后浪亲子

区和文创游园会九大展区构成，

展期11天，至5月24日结束。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王忠良北京公共交通钢笔画作品。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