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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人物
海派艺术家李守白以独创书法表达对上海之爱

一首歌，代表一个时代
近日，由新闻晨报·周到推出的原创

歌曲《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受到了读者
欢迎和社会关注，并迅速破圈。上海市文
联副主席、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海
派艺术家李守白先生个人也喜欢这首

歌， 他还用自己独创的书法形式来表达
自己的感情。

晨报记者 严峻嵘 摄影报道

《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
诠释了这个时代的上海

二十多年前，《喜欢上海的理由》唱出了
一代人的共情，如今，《喜欢上海不需要理
由》诠释了这个时代的上海！本期新闻晨报·
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艺
术家李守白先生，看看他为本报题写的书法
作品，同时请他分享这二十多年来自己的艺
术创作并解读对上海的感情。
李守白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上虞。上

世纪 30 年代，李守白的祖父来到申城，从此
三代人扎根于上海。
在李守白看来，一首歌代表了一个时代：

“20 多年前，《喜欢上海的理由》唱出了一
代人的共情，20 年后，新闻晨报推出的《喜
欢上海不需要理由》，诠释了这个时代的上
海。”
李守白在家中为本报题写了“喜欢上海

不需要理由”“一首歌代表一个时代”两幅
书法作品，在两幅作品当中，他特意加上了东
方明珠和音符，李守白告诉记者：“对于那些
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的人来说，你会特别喜
欢所处的环境以及城市的方方面面。一个人
只有对城市产生了亲情才会喜欢他，所以我
在写书法时特别加了只音符；用小小的音乐
节奏来表现出上海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也希
望这首歌有更多的上海人喜欢。”

上海的石库门记忆是他创作的源泉
李守白从小生活在老卢湾合肥路的老弄堂

里，上海的石库门记忆是他创作的源泉，他有不
少作品都与石库门有关，其中也包括许多人物作
品。因此，有人也称李守白为“石库门先生”。
2001年夏天，力波啤酒广告歌曲《喜欢上

海的理由》在沪发布，20 多年过去了，这首经
典歌曲依然被很多市民所回忆。记者注意到，
在这 20 多年的时间里，作为艺术家的李守白
同样用着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个时代厚厚的
采访本，将关于上海的万千言语浓缩成了一幅
幅艺术作品。
5 月 29 日下午，李守白找出了在 2001

年创作的两幅水墨画作品《城市印迹系列》，
作品描绘了逼仄的小巷、交错的光影，斑驳的
痕迹。记者注意到，画面当中正是李守白最为
熟悉和擅长的石库门。
海派重彩《弄堂淑女》创作于2004年。在

李守白看来，弄堂淑女，是老上海悠悠岁月中流
转的一抹清雅，她们的身影在狭窄的弄堂间穿
梭，宛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们是弄堂的灵
魂，也是上海文化的见证者，她们用自己的淡定
与从容，讲述了属于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
海派重彩《上海·醇》创作于 2006 年，在

这幅作品当中，作家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
歌》中的女主角王琦瑶与上海人熟悉的周璇、
张爱玲一道走入画作当中。她们漫步在上海的
街头巷尾，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的魅力与光彩。
海派重彩《梦回上海》创作于 2007 年，

滚铁圈、拨浪鼓、花窗……时代赋予老上海太
多经典，以至于轻轻翻开，便是一段悠扬的历
史与风情。老上海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建筑
和街道，更在于它的人文气息。无论是弄堂里
的居民，还是街头巷尾的猫咪，他们都用自己
的方式诠释着老上海的生活与情感。
海派重彩《客堂间》创作于 2013 年，对

于上海人来说，客堂间是一处汇聚着亲情与欢
笑的温馨之地。步入客堂间，一股熟悉而亲切
的气息扑面而来。宽敞的空间里，摆放着舒适
的沙发和茶几，仿佛邀请着家人与客人共聚一
堂，畅谈心事。墙上挂着几幅精美的画作，为整
个空间增添了几分艺术的气息。
海派重彩 《外婆屋里厢》 是李守白在

2016年夏天创作的重彩画作品，画面温馨，色
彩丰富。每个上海人心中都有一个“外婆家”，
因为“外婆家”是一处承载着童年记忆与温暖
情感的所在。这幅画当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母
亲与被怀抱的女儿是李守白以爱人沈瑶女士
和女儿李诗忆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沈瑶告诉记者：“这幅作品非常有意思，背

景就是女儿两岁时我抱着她去外婆屋里，李老师
把背景巧妙变化成了各种各样的石库门建筑，这
幅作品当时推出之后在市场上影响非常大。”
现代油画《摩登午后》创作于 2019 年，

街头的霓虹灯闪烁着摩登的光芒，与古老的建
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古今交融的景象，让
人不禁感叹时代的变迁与城市的魅力。
海派剪纸《百年上海·剪绘申韵》创作于

2020 年。百年上海，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
诗，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辉煌与变迁。从昔日的
渔村小镇，到如今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从代表江南
文化的方塔、广富林遗址，到带有浓浓海派文
化风情的城隍庙九曲桥、国泰电影院；再从
1930 步高里上海弄堂、时尚商业的新天地到
外滩宏伟壮丽的万国建筑、外白渡桥。
海派剪纸《祈盼》创作于 2021 年，从亭

台楼阁间流淌出的江南文化，到上海石库门深
处弥漫的海派风情，每一处都承载着上海深厚
的历史底蕴。石库门里弄，仿佛是一幅生动的
画卷，绘出了家长里短的温馨与和谐。而那些
弥漫在空气中的烟火气息，又讲述着上海人家
独有的生活故事。
海派重彩《一起向未来》创作于 2022年。

一个城市的崛起，绝对不是机缘巧合下的一蹴
而就，无数先辈们的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让城
市充满了昂扬的斗志、永远进取的决心。
海派重彩《海上余光》创作于 2023 年。

外滩清晨，阳光初升，洒落在黄浦江两岸历史
悠久的建筑群上，为其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辉。眺望江滩之上，只见一座座巍峨的建筑静
静伫立，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时代的变迁。
看着几幅作品，沈瑶女士告诉记者：“我

感觉最近两年李老师的画风有点变了，画面的
灵动性和视觉感越来越强，或许是一种回归。
与读者看到的图片相比，现场如果直接看到这
些作品，会给人一种震撼。”而李守白表示，自
己在试图重新回到中国传统的画风，让整个画
面有纵深感，有层次感和节奏感。

上海的风采和文化底蕴
让人流连忘返

李守白的艺术工作室守白艺术就在泰康路
的田子坊，他在这里扎根多年。如今，守白艺术
已经成为海派艺术的一张城市名片和田子坊的
重要文化地标。去年11月到12月，李守白在田
子坊举办了“梦入江南———2023年李守白彩
墨画展”，第一次公开展出其多幅彩墨作品，而
现场水墨投影效果的作品让人感觉惊艳。
沈瑶女士回忆，2001年《喜欢上海的理

由》在上海广为传唱时，李守白刚刚从国外回
到上海，正在寻找艺术的突破方向；2004 年 3
月，他们夫妻俩参加了上海首届民间艺术博览
会，寻找艺术与市场结合的道路，到今年正好
是20年。可以说，上海给了李守白创作的灵感
和舞台。
今年5月份，李守白最新创作了一幅海派

重彩作品《魔都千里图》，围绕“一江一河”主
题展开，这幅画当中有多个与上海有关的场
景，从巍峨耸立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到古色古香
的豫园九曲桥，从情韵十足的老洋房到岁月静
好的石库门里弄。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幅画的画面最下方还

有艺术家当年曾经居住过的石库门，与画作当
中的其他建筑浑然一体。而豫园其实也是艺术
家非常熟悉的地方，最近三年，他与女儿李诗
忆带领守白艺术团队参与了豫园灯会，以与传
统相结合的创意设计，带给市民和游客美轮美
奂的视觉盛宴。
在李守白看来：“魔都上海，这座充满魅

力的城市，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东海
之滨。它以独特的现代风采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让人流连忘返。”这或许也是艺术家个人对
喜爱上海的一种解读。

现代油画《摩登午后》（2019 年）

李守白在家中为本报题写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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