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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德创作的木雕作品《故园牧韵》。

曾昭德潜心创作木雕作品。

观众在宝庆烙画作品前驻足欣赏。

拓印体验活动现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1 月

18 日至 2 月 18 日，“乙巳大吉·湖湘百业

民俗风情作品展”在市美术馆展出，通

过《补鞋匠》《打油茶》《码头搬运》等 137

件湖南省级非遗宝庆烙画作品，全景式

展现三湘百业民俗。

此次展览由市美术馆主办，湖南工

艺美术职业学院和邵阳市民间工艺美

术研究所协办。展出作品均由宝庆烙画

代表性传承人唐文林、王艳萍夫妇创

作，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滩头手工纸为材

料、省级非遗宝庆烙画为表现形式，图

文并茂地展示数十年来湖南境内的老

行当、旧民俗及变化，再现过去的记忆。

老行当、老手艺具有承载文化内

涵、风土人情、社会记忆等价值。例如，

每到过年、元宵的时候，城乡灯火通明。

在热闹的街边，就会有流动摆摊卖花灯

的人，增添节日氛围。唐文林说：“过去

做花灯和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好多是用

塑料做出来的，而传统的花灯是将竹叶

片削成一个小竹条，再把染了颜料的

纸、绳子用酱油粘起来。”

2016 年，熬茶被列入湖南省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唐文林介绍，熬

茶是把茶叶放入特制的铁锅内，在火上

炖，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它是邵阳瑶

乡人们招待贵宾的最高礼节。

“正因为许多传统行当如今很少

见，甚至正在消亡，我们便四处采风，耗

费近十年时间收集、整理，创作完成了

数百幅烙画。”唐文林说，他们夫妇坚持

以烙铁代替笔墨，用非遗记录生活、融

入生活。

137 件宝庆烙画再现湖湘百业民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近日，继《黄色的遗迹》《绿树红庙》两

幅风景画作品分别入选“黄色艺术展

览”国际竞赛和“绿色艺术展览”国际

展览并获奖后，武冈市文化馆美术专

干史志军的两幅肖像画作品再次入选

由灰立方画廊 Grey Cube Gallery 

举办的第五届肖像艺术国际展览，获

得优秀作品荣誉证书。

据悉，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57 件

作品入选第五届肖像艺术国际展览，

这些作品类型多样，包括油画、丙烯

酸、水彩、粉彩、石墨、木炭、拼贴、数字

艺术和摄影的肖像画。

这次史志军拿出了两幅自画像作

品参赛，一幅是炭笔素描写生肖像画，

另一幅为创意油画自画像。素描写生

自画像是史志军早年掌握素描技法

后，对镜子画的几幅素描写生自画像

之一。创意油画自画像采用对镜子写

生的方法，用大笔触画大色块，把人物

脸面画得粗犷，张扬且极具个性，既表

达了史志军的职业特点，又表达了他

的审美取向。

武 冈 本 土 肖 像 画 作 品
入 选 国 际 展 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春节期间，我市各影院频频上演“一票

难求”的盛况。尽管春节假期已结束，但

市民观影需求持续释放，在邵阳各大影

院依旧人流如织，票房收入不断攀升。

2月9日，记者走进市人民电影院，

影院内的入口、墙壁和走廊上张贴着

《唐探 1900》《哪吒之魔童闹海》等春节

档电影的宣传海报。购票大厅内里坐满

了等待观影的观众，售票窗口前，人们

排起了长队，迫不及待地想要购买心仪

影片的门票。前来观影的市民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他们或是全家出动，或

是与三五好友结伴而行，共同奔赴这场

与电影的约会。影院放映厅里几乎座无

虚席，不时传出阵阵欢笑，人们沉浸在

欢乐观影的喜庆氛围之中。

尽管大家陆续回归工作岗位，但

我市电影市场依然显得异常火爆，呈

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一切都源自

于今年春节档有着丰富多样的影片选

择，从动画到喜剧，再到神话、武侠、科

幻、动作等各类题材，成功吸引了各类

观众的关注。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

凭借其精美的特效、引人入胜的剧情

和深刻的主题，荣登中国电影票房总

榜的冠军。

刚从《哪吒之魔童闹海》观影厅出

来的观众李淑萍兴奋地说：“趁着孩子

还没开学，带着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

这部电影真的太燃了，特效做得非常

逼真，情节扣人心弦，我完全沉浸在故

事中了。”

市人民电影院大堂经理肖又文介

绍，为了应对春节后的观影热潮，他们

对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

每位顾客都能有一个舒适愉快的观影

环境。同时优化排片，增加了热门影片

的放映场次，尽量满足不同年龄层和

兴趣爱好的观众需求，让市民拥有良

好的观影体验。

肖又文说，电影已经不仅仅是艺

术的呈现，更是人们社交和享受生活

的一部分。观影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娱

乐的重要方式，电影票房持续攀升的

背后，正是一种对生活热爱的体现。无

论是在大银幕前，还是在影院的欢乐

氛围中，市民用自己的方式感受着电

影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见证了电影市

场的繁荣与活力。

节 后 观 影 余 热 未 退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胡娜） 近日，一场以“金蛇

献瑞·墨韵新春”为主题的拓印体验活

动在蔡锷生平业绩陈列馆举行。众多

市民参与其中，共同感受传统年味和

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拓印老师通过图文并

茂的讲解，系统梳理了拓印技艺的千

年流变。从秦汉时期的初始萌芽，到唐

宋时期的逐渐兴盛，再到如今成为珍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印技艺承载

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记忆。台下

的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惊叹不已。

在体验环节，大家热情高涨围在

桌前，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认真投入

到拓印创作中。参与者拿起拓印工具，

小心翼翼地将宣纸覆盖在碑刻模具

上，用喷壶轻轻喷水，使宣纸均匀湿

润，贴合模具纹理。随后，蘸取墨汁，轻

拍拓包，在宣纸上缓缓捶打拓印。随着

动作的不断重复，原本空白的宣纸逐

渐显现出清晰的文字和图案，仿佛诉

说着历史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

小朋友在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积

极，他们虽然年纪小，但眼神中充满了

好奇与专注。在家长的协助下，他们努

力完成着自己的拓印作品。当一幅幅

精美的拓印作品在他们手中诞生时，

孩子们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和对新年的憧憬。

活动结束时，参与者们纷纷拿着

自己的拓印作品合影留念，将美好的

瞬间定格。他们手中的作品，不仅是一

份珍贵的新春礼物，更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与热爱的见证。

此次拓印体验活动，不仅是蔡锷

生平业绩陈列馆在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道路上的一次创新实

践，更是一场传承非遗技艺的盛宴，

让市民有了一次在博物馆里过大年

的难忘体验。通过亲身参与拓印，市

民们将古老的技艺与现代生活紧密

相连，让文物“活”了起来，让历史文

化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也为市民提

供了一个欢乐相聚交流的平台，为春

节的喜庆增添了一抹浓郁的传统文

化底色。

拓 印 纳 福 过 大 年
蔡锷生平业绩陈列馆开展新春拓印活动

一刀一凿雕琢时代匠心一刀一凿雕琢时代匠心
——访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木雕艺人曾昭德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木雕工艺复杂，曾昭德痴迷

其中，潜心雕琢，多年来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从事木雕工作

二十余年的他，手里不缺荣誉和

奖项。2014年，曾昭德参加“中国

原创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

赛，木雕作品《冲浪》获得优秀

奖。2016 年 4 月 14 日，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的 2016 首届湖

南（长沙）国际收藏产业博览会

上，他的木雕作品《秋风》一举夺

得了有着中国收藏产业“奥斯

卡”美誉的“凤羽奖”的最高奖项

“金质奖”。此外，其木雕作品《寻

亲记》获得“青年艺术奖”。同年

举办的第七届湖南工艺美术精

品大奖赛中，他的木雕作品《归

雁》荣获银奖。

在 机 械 化 生 产 复 制 的 当

下，曾昭德始终坚守着手工雕

刻。他认为，机械化手段虽然实

现了批量生产，但真正的木雕

精品很少。每块木材各有不同，

同 样 的 题 材 细 节 处 理 又 有 区

别，只有手艺人手上的感觉才

是最真实的。手工作品有手艺

人心血融在其中，作品是独特

的，是有张力和生命力的。

年复一年的雕刻，曾昭德那

双握着雕刀的手，有温度、有信

念、有文化，更有传承。

曾昭德说，在中国几千年

的文明历史中，木雕艺术一直

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丰富文

化内涵和历史传承的载体，必

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他会努

力将木雕技艺传承好，吸引更

多的人关注木雕，促进木雕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希望

越来越多的木雕爱好者加入到

传承队伍中来，共同推动木雕

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

的光彩。

潜 心 雕 琢 匠 心 坚 守

木雕要经历选材、构图、雕刻、打磨、上色、

上油、涂蜡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曾昭德介绍，

一件木雕作品的好坏与很多因素有关，原料无

疑是最重要的基础。材料选好，木雕制作的下

一步就是构图了。“创作时碰到好的木材，灵感

一来就在一瞬间。大脑想得很多、想得很好，但

如果没有找到好的材料，作品就没法表达最高

的境界。所以说，好作品，好材料和好的灵感、

构思两者缺一不可。”曾昭德感言。

构好图后，就进入了雕刻环节。对木头

进行镂空，将多余的部分去掉，然后进行精

细的手工雕刻。“木雕是一种做减法的艺术，

需要一笔一刀精打细磨。”曾昭德说，木雕创

作时间根据创作难度而定，一般作品在一个

月左右，而大一点复杂一点的作品则需要几

年才能完成。

曾昭德是洞口县高沙人，今年 41 岁。从

小看到木雕作品，曾昭德就会目不转睛地观

察，打心眼里喜欢木雕这项技艺。1998 年，初

中毕业后，他踏上了木雕艺术之路。木雕作

为精细工艺，创作过程艰苦漫长，没有一定

的定力和耐力是走不了多远，而曾昭德却没

有放弃。学习木雕技艺初期，无论严寒还是

酷暑，他十分刻苦。刻刀划破了手，找块布包

上接着刻。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曾昭德逐渐

掌握了选材的技能和雕刻工艺。学有所成

后，他承接了宗祠和寺庙的木雕修复工作。

2008 年，曾昭德结识了省级非遗洞口木

雕传承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刘序干，并拜其

为师，潜心学习洞口木雕制作技艺。经过几年

的刻苦学习，曾昭德的木雕技艺日益精湛。

2010 年，曾昭德来到邵阳市区的宝庆号

工艺美术品公司工作。近几年，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老百姓也开始将木雕作品用在自

家建筑装饰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木雕

作品，不但坚定了曾昭德坚守这份技艺的信

心，也让他对自己的事业更加精益求精。

喜 爱 木 雕 刻 苦 钻 研

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能做什么？在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木雕艺人曾昭德的手中，它可以是万千世界，也可以是芸芸众

生，经过一把刻刀的精雕细琢后，变身为精美的工艺品。

2月9日，大祥区雨溪街道的曾昭德工作室内，弥漫着淡淡

的木香味。“咚咚咚……”在临窗的工作台前，木屑飘溅，曾昭德

眼神专注，左手持雕刻刀，右手紧握木槌，刻刀在木板上熟练游

走。随着木料被一点点凿去，刀下的鱼儿、荷叶越来越清晰。“这

件木雕作品是客户私人定制的，放在玄关处用作装饰摆件。”曾

昭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