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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北流市韦某持第三

套人民币现钞，来到中国银行北流

支行要求兑换。

中国银行北流支行工作人员

接到现钞后，将现钞按面值分开，

在逐张清点过程中，发现这些现钞

颜色和纸质不符，手摸感觉平滑，

图案光暗过渡不自然，较为呆板。

经鉴别，这些第三套人民币 15张

现钞均确认为假钞票，共有10元、

5元、2元、1元、5分、2分、1分面额

各一张；5角和 2角面额各两张；1
角面额 4张。假钞金额合计人民

币19.88元。

按照制度规定，该行工作人员

进行了报警，由警察对假钞的情况

作进一步调查。

据韦某解释，他持有的这些“旧

版人民币珍藏册”是在网上购买的，

还花了比票面贵很多的价钱，购买

时觉得票面品相良好，有旧时代的

印记，认为有收藏价值。最近因为

急用钱才把这些“藏品”拿到银行兑

换，没想到居然是假币。

据中国银行北流支行工作人

员介绍，根据《人民币管理条例》规

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装

帧流通人民币和经营流通人民币

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所以，

提醒广大群众，在网上购买“旧版

珍藏”人民币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了解卖家资质，谨防被骗。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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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作画
得到妻子全力支持

平和淡定、心无旁骛是绘画创作时需要

保持的心态。50岁的李文决定临摹《清明上

河图》，也是因为“这两年心静下来了，想系

统学习研究中国传统绘画”。

李文从小热爱画画，毕业于广西艺术学

院，学的是版画专业。1997年，李文开始经

营画廊，拿画去装裱时结识了从事手工装裱

的吕春梅。

李文当时不知道自己完全符合吕春梅

对未来伴侣的设想——会画画、身高 1.7米

以上。于是，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就此相

识、相恋、喜结连理。婚后，为支持丈夫绘

画，吕春梅揽下了画廊经营等一切杂务。

2019年春天，李文开始临摹《清明上河

图》。丈夫潜心绘画，吕春梅闲时旁观。“画

累了，我们也像他们那样坐下来喝杯茶、聊

聊天吧。”吕春梅指着画中靠着城墙而坐的

两男子和丈夫说。在丈夫的指引下，吕春梅

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风土人情、记录的

历史风貌渐渐有所了解。

查资料、看解读
为画好细节做功课

李文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长达12米，画

面清晰、笔触细腻：从清静的郊外进入北宋

汴京一带的交通运输命脉“汴河”，跨河的

“虹桥”，再经过十字路口、巍峨的城门楼，进

入城内繁华的闹市。画中不仅表现了各行

各业、各阶层的人物在节日的活动场景，也

展现了各类型的商店、楼宇、车船和牲畜。

“宋朝以前，绘画多用绢本。我现在用

的也是绢本，同样的材料更能还原本来《清

明上河图》的味道。”最让李文耗费心力的

是，这幅传世名作是以高度写实去展现当时

人民的生活和社会面貌的，若不能对画中所

涉内容充分了解，很难重现千年前的北宋风

貌。

李文指着画中货郎的货架说，绘制货架

时细节无法看清、理解，就无法描写到位。

他翻查了很多资料都找不到相关内容，只好

留出这个局部不画。有一天，在浏览手机上

的各种古画图片时，他突然在一幅明朝的古

画里发现了同样的器物，并且很清晰。观察

清楚后，他才把之前留出没画的细节补画上

去。

李文桌面上的《清明上河图》精摹本、

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挂历《清明上河图

卷》已翻得有些破损。每次绘画时，李文总

习惯拿来反复比对。关于《清明上河图》的

解读，李文也看了数本著作。“画中重点刻画

的人物有数百人，既有胡人、汉人，也有官

员、平民，他们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有所区

别，要画好这些人物就需要对北宋的服饰进

行了解。”李文指着画中人与记者侃侃而谈，

“画面是静止的，但钻研细评会发现，《清明

上河图》表现的内容有戏剧性冲突，还包含

着当时的社会风俗。”

心无杂念去做热爱的事
他是幸福的

除了钻研相关史料外，临摹这样一幅传

世名作更耗费心血。目睹丈夫夜以继日地

潜心绘画，吕春梅笑呵呵地说，“整幅画都是

用毛笔一笔一笔描绘而成的，你看这些人

物，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了他们的肌肉纹理；

再看这些交错搭建的楼宇、竹寮，笔触非常

细腻，没有一丝杂乱。别说画，我看着都

晕。而他总是一画就入迷，从白天画到晚

上，经常是催了几次才舍得停笔回家。”

“先画底稿，再描稿，最后慢慢上色、画

明暗。”就这样，用时一年多，李文临摹的《清

明上河图》即将完稿。绘制时，李文无数次

感叹：宋朝绘画之美是我国绘画史上的一座

高峰，而《清明上河图》又是这座高峰的顶

点，“此图构思之巧妙、场面之宏大、描绘之

繁密、笔法之精到，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在临摹《清明上河图》时，李文感受到：

一要静心，绘制时要心无杂念、凝神屏气，心

浮气躁则无从下笔；二要耐心，无数的楼宇、

舟车、人物，每分每寸都要摹描到位，是对毅

力与耐心的巨大磨炼；三要细心，学习宋人

在绘画时对事物观察与表现上的细致入微

以及对细节捕捉到位的能力。“所有这些皆

源于热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忱学习、

研究与传承。”李文说。（记者 庞献 廖源）

50岁依然潜心学习传统绘画

他用时一年 临摹《清明上河图》

墙 上 是 一
幅 12 米长的临
摹版《清明上河
图》，墙脚边摆
放 着 画 笔 、颜
料，李文坐在墙
前，戴着画画手
套、手持画笔，
正 在 精 描 细
画。眼前这幅
令人惊讶的画
作，正是李文用
时一年多、一笔
一笔绘制而成
的。

临 摹 这 样
一幅誉满中外
的传世名画，需
要付出怎样的
心 血 和 精 力 ？
在一个风和日
丽的春日上午，
记者走进李文
的工作室一探
究竟。

李文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李文在精描细画。

这些网购的“旧版人民币”经鉴别为假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