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整年，陈汉煜被一
个又一个的项目所填满，等所有项
目做完收尾工作，已经是2024年
年初了，当原本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被翻到下一页的时候，他突然发
现，新年里，居然一个项目都没
有！“坦白说，那个时候，我的心里
是有点慌的。但是又转念一想，
这样的空窗期，不也正好是一个
安心创作自己作品的好时机吗？
于是，大四时候的那个念头又冒了
出来——那就是为《清明上河图》
上的1659个小人物画画。”

陈汉煜告诉记者，如今大家
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小人物的
故事”系列其实已经是3.0版本
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用自
己的画法去重新描绘，画了几张
后觉得这样拷贝的意义不大，因
为没有‘灵魂’。我平时画画的时

候喜欢听书，于是便开始尝试着
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每个小人
物，为了让他们的形象更加丰满
立体，每选定一个，我都会查阅大
量史料，结合个人创意与当时的
社会风俗，为角色取名字、写小
传，然后再正式动笔画。再后来，
我开始尝试用短视频的方式，也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希望
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续写一部活
着的《清明上河图》。”

“我把《清明上河图》的1659
人画成了盲盒，小人物也值得被
记录。在宋朝时代背景下，这些
没有名字的人，他们的身上，会有
什么故事？今天要画的是贪财的
小兵——周不义。”这是最新上线
的作品《贪财的小兵》里的开场
白。《北宋的外卖小哥》《不得志的
王梁》《有难处的木匠》《来借钱的

父子》……“《清明上河图》小人物
的故事”系列保持着几乎一周一
更新的速度，目前已经“讲述”了
38个小人物的故事。这些原本默
默无闻的小人物在陈汉煜的笔下
摇身一变成为了故事的主角，饱
满细腻的情感，出人意料的情节，
张力十足的画面，收获了近5000
万的播放量。

当记者问陈汉煜是如何保持
永不枯竭的创作状态的时候，他
笑着说：“谁说的，我现在就处在
瓶颈期！不是没有故事，而是如
何更好地‘讲’故事，所以需要不
断学习，打破自己之前的程式。”
说着，他从工作室的里屋拿来两
本书，一本是冯骥才的《俗世奇人
全本》，一本是凌濛初的《初刻拍
案惊奇》，这是他最近正在研读的
作品。

经过两年的备考，陈汉煜终
于成功上岸，考入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史论硕士研
究生学位。其间，博物馆、美术
馆、出版社、策展人递来的橄榄
枝络绎不绝，涉及插画、海报、壁
画、绘本……渐渐地，这个画风
多变、思维严谨的大男孩在圈子
里开始小有名气。

陈汉煜夜以继日画着这些
定制款的时候，也在寻思着有
朝一日可以出一本完全属于自
己的作品。之后，名为《海底深
处》的儿童读本终于在 2021 年
出版了，从文字到绘画，都由他
一人包揽，“一开始，我的自我感
觉相当好，认为这本向宫崎骏
致 敬 的 作 品 ，一 定 会 广 受 喜
爱。但结果却是啪啪打脸——
第一批只卖出了 6 本！这次滑
铁卢也让我静下心思考，想要真
正成为一名独立插画师，我的核
心能力究竟是什么？画风多变
等于没有风格，我必须要有独树
一帜的代表作。”

在朋友的建议下，那一年，
陈汉煜开始尝试当代艺术，作品
还入选了第十六届上海青年美
术大展。“当时原本以为，这可能
会是我未来的职业方向，但是戏
剧性的是，我把这幅画挂在网上

卖了整整两年都无人问津。但
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一边画着定
制款维持生计，一边不断寻找着
自己的方向。在忙忙碌碌中，我
研究生毕业了。”陈汉煜回忆道。

2023 年夏天，陈汉煜被前
去上海博物馆拍摄《何以中国》
的导演组直接点名，邀请他为节
目设计海报。这次的跨界邀请，
对他而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
情理之中——经过这些年的历
练，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准备海
量参考图片早已成为了陈汉
煜每次动笔前的必修课，从
而确保大到历史背景，小
到器物纹饰，都要有依
据、有出处，这样的工作
习惯和剧组的工作标准
不谋而合。

在画海报的同时，陈
汉煜也不忘从纪录片中
吸取经验，汲取养分。在
他看来，片中的服装、化妆、
道具的细节是最考验学术水
准的，而且在精准还原的同时，
还要保证画面的美感。这不也
正是自己所追求的吗？虽然载
体不同，但是精神一致。他顿时
坚定了信心，要继续探索传统文
化在当代语境下持续生长的新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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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到陈汉煜时，他刚从敦
煌出差回来。他受邀参加在5月
8日举行的“汽水音乐派对·天空
之下”，在当地创作了最新作品
《塑像前的工匠》。

虽然这是陈汉煜第一次前
往敦煌，但这个上海小伙和莫高
窟的缘分早在多年前便开始
了。“我本科学的是文物修复专
业，大四开始在上海博物馆实
习。我临摹过一幅张大千临摹
敦煌壁画的作品，当时带教老师
评价说，我画的眼睛太‘媚’了。
直到我站在敦煌一个个洞窟前，
亲眼看到这些雕像和壁画时，才
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立
刻拿起笔，决定重新画一幅！”

陈汉煜坦言，在上海博物馆
的两年里，自己一边实习一边考
研，虽然累，但收获也多，“当时
接到的最多的任务，不是修复书
画，而是为展览画各种海报插
画。每个展览风格各异，需要我
不断去调整和适应，也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我在技法和思维上得
到了充分的锻炼。”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2017 年，上海博物馆举办

特展——“大英博物馆百物展：
浓缩的世界史”，需要出一本与
展览相配套的绘本《手绘文物
世界史》，谁会是最好的人选
呢？23岁的陈汉煜出现在了名
单上。

“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故
事，我会挑选一些比较有叙事
性的场景。”陈汉煜回忆道。比
如在画“刘易斯棋局”这幅作品
的时候，他联想到了《哈利·波
特与魔法石》中罗恩在下巫师
棋的场景，经过考证，电影中用
的棋子原型正是刘易斯棋子，

“当时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
出现了真的棋子‘站’在那里的
场景，于是我就把它画了出来，
效果非常好。”据悉，绘本中的
27个场景中融入了整整100件
文物，在天马行空的画面的背
后，蕴藏着的是海量的信息和
严谨的细节，这都让初出茅庐
的陈汉煜受益匪浅，“现在不少
人评论我的‘《清明上河图》小
人物的故事’系列有一种蒙太
奇的效果，现在回想起来，这种
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萌芽的吧。”

北宋的“外卖小哥”长啥模样？
陈汉煜：用30年时间画出《清明上河图》里1659个小人物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

说到《清明上河图》，大家都很熟悉，可上面的1659个小人物，又有多少人道得出他们的故
事来呢？上海90后独立插画师陈汉煜将绘制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作为自己未来30年的创
作计划，并在网络上以短视频的方式向大家娓娓道来，在年轻人中收获粉丝无数。让我们走进
他的画室，走入他眼中的《清明上河图》。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青年报：你如何描述自己的

风格？

陈汉煜：前段时间，我终于
见到了我从小到大的偶像戴敦
邦。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我递
上了自己的画册，希望得到大
师的指点。他建议我可以结合
一些西洋画法。我也正在将中
外绘画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摸
索适合时代且不流俗的绘画形
式。

青年报：对更年轻一代，你

有何建议？

陈汉煜：上个月，我回了一
次母校，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了一

点这些年来的感悟，当时我的主
题是“紧握画笔，时刻准备”。我
觉得无论外部环境是怎样的，作
为年轻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更要吃得起苦。

青年报：对未来事业发展，

有什么新的打算？

陈汉煜：从艺术从业者到短
视频博主，虽然身份、形式变了，
但是我对历史、文化、艺术的热
爱与敬畏有增无减。所以，即便
之后可能又会变化出新的形式，
我也会一如既往地把我的“内
核”继续做好，那就是创作出好
的作品。

从文物修复到插画师的
艺术之路

看似一帆风顺
其实遭遇N次滑铁卢

只要有料
成为故事大王不是梦

耐得住寂寞，更要吃得起苦

陈汉煜和客户沟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