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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回楚佳） 6月15日至20
日，市书法家协会组织多名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分赴各县市区书协进行巡回
辅导。今年以来，该协会通过公益讲座、
集中培训、巡回辅导、交流点评等“组合
拳”形式，推动各地以更好的状态备战第
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和省隶书展、楷
书展、行书展、篆刻展等展览。

5月27日，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
员会委员、全国书法展评委、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沈门七子”成员周
剑初来到邵阳，从书法现状与展览现
状、如何打造投稿作品两大方面进行阐
述分析，并对部分作品进行点评。6月1
日至2日，刘晓斌、伍剑、刘建平、刘立稳
等四位书法名家，分别以《我离国展有
多远》《审美理念更新与隶书创作实践》

《行书技法》《楷书创作快速提质小技
巧》为主题进行专题讲座。6月8日至12
日，该协会又组织专人，对市书协五体
书法创作委员会全体委员等人员进行
集训，不但不收学费，且学习用品、食宿
等全包。邀请王希俊、罗红胜、崔向君、
刘小平、范晓亮、曾伟子、匡青海、李炯
峰、陈毅华、欧亮等书法名家进行了集
训讲座。系列活动的开展，赢得了全市
数百名书协会员及书法爱好者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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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宗德
物到虚空臻胜境，高古巉岩，且看一柱

擎天，道是万年乳石；我临岩壁阅金经，庄严
法相，隐见五蛇出洞，携来几朵青云。

张正清
宝方通同保，连环贯洞辟自哪年？吞不

尽福地王风，武陵蛮气；法相醉游人，沿壁摩
崖彰之何物？幸长留昌龄谪棹，与义尘襟。

萧伟群
墨宝三千，文镇都梁之地；
重岩八洞，景开盛世之天。

李海河
洞辟几时？问石钟乳笋，谁晓得其中奥秘；
路通何处？欲探本溯源，我听过世上传闻。

陈建湘
登临胜境，法相天尊，太保隐仙连八洞；
观览名书，摩崖石刻，金刚偈语警千年。

朱亮辉
八洞何奇？是动物家园，百兽相安通远近；
一岩甚妙，乃摩崖宝库，四朝并起竞华辉。

颜鸿
二山同潜水，缘波照影，伏流飞瀑凝无路；
八洞抱奇观，刻石摩崖，曲径通幽别有天。

陈立田
钟乳蔚奇观，悬岩摩石刻，诗书落笔，江

山秀丽文章颂；松风吹逸兴，绝壑荡霞云，泉
草澄心，溪洞清幽法相闲。

谭水松
陈诗淡远，楼墨谨严，人去已千年，法相

永留名士笔；云竹葱茏，桠枫繁茂，秋来呈五
彩，尘心莫上宝方山。

段吉宏
门外小康天地；洞中太古文章。

罗宝田
赏摩崖石刻，银钩铁画，唐风宋韵，千载

诗书，实属中华瑰宝；叹岩洞奇观，鬼斧神
工，玉砌琼堆，百般姿态，俨然地下龙宫。

刘逊贤
是哪路神仙，辟就洞天福地；
将几多游客，弄成醉汉痴人。

何谐
看五蛇出洞，玉女妆台，天生法相；
仰一柱擎天，先哲题字，洞蕴清流。

张家相
佛说尔时无法相；我闻如是有书声。

黎祜银
法相奔来眼底，白练嵌岩中，看石马恋

槽，灵蛇出洞；奇观移至身前，丹书刻壁上，
有昌龄真迹，楼钥遗风。

向立平
岩门穿越时光隧道，洞洞通幽，怪状奇

形，宛若人间仙境；壁上镌铭法相华章，篇篇
竞耀，鸾飘凤泊，堪称艺术迷宫。

邱源海
法相无言，任雨打风吹，千年气象；
洞天有幸，总朝思暮想，一壁文章。

李永湘
万岩叠起，崖如壁，峰如画，松如伞，到处

石山如旧识，试问古今游客，谁领略湘南胜境。
八洞相连，穴有云，溪有泉，水有舟，此间

风物有诗人，又闻远近鸟声，尔歌吟国粹精华。
杨自重

听暗流幽咽，岩溶滴答，看太真幻影，玉
女妆台，此处洞天称法相；

赏唐宋摩崖，明清镌刻，品骚客题诗，好
男标语，个中韵味耀都梁。

王 彬
法相洞天，八孔交融尘世外；
摩崖石刻，千秋风雨古城边。

张 梦
胜迹壮都梁，看玉女妆台，摩崖石刻，到

此洞开眼界；名园扬宝庆，望松亭绕翠，古柏
参碑，杖黎指点春山。

侯思思
泉水伏流，洞天藏法相，历代文豪接踵

留诗，摩崖偈颂；仙山拱抱，梵境有奇观，各
方游客穿梭探秘，驻足擘扬。

陈才江
岩名法相，无争无舍，无喜无嗔，壁立千

秋，遍阅人间众相；
庠驻都梁，导智导愚，导文导武，霜飞百

载，完修宇内三梁。
欧阳日初

福地挹烟霞，把摩崖石刻，修成法相；
洞天开境界，将曲径清风，送过云山。

（邹宗德 整理）

邵阳名胜楹联

武冈法相岩

苍翠蓊郁的山林里，几只孔雀抖动着色彩
绚丽的羽毛；阳光从枝叶间透了下来，照着树
下的溪流，升起了缥缈的雾岚……行人屏声静
气，生怕惊飞了它们，划破这春日山林的宁静。

“这是我父亲的代表作之一《沐浴春光》，
为了发掘和传承羽毛画，他付出了一生的心
血……”为我们介绍眼前这一美景的女士叫
何芄（艺名何芃），家住双清区工业街，已故邵
阳羽毛画第二代传承人何斌阳先生的女儿，
现系邵阳羽毛画市级传承代表。她四十出头
年纪，举止端庄，谈吐大方，唇齿间不经意地
流露着自信的微笑。6月25日，在大祥区雨溪
镇“宝庆号”艺术品收藏展示中心，慕名前来
采访的笔者为一幅幅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
羽毛画作品所惊诧。

一
羽毛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工艺品，是利

用各种禽类的羽毛粘贴而成，具有天然的色
泽、纹彩和质感，给人以自然清新、超凡脱俗
的美感。为将这一度失传的技艺复原并发扬
光大，何斌阳查找了大量的资料，经历多年苦
苦摸索而不得其门而入。一次，他到黄山写生

时，偶然发现当地有一种布艺蝴蝶，伸展着五
彩缤纷的双翼，非常漂亮。何斌阳如醍醐灌
顶，茅塞顿开：既然布料可以做成蝴蝶，那么
羽毛也一定可以，而且只会更轻盈、更灵动！
何斌阳回家后，结合现代装饰技艺，按着蝴蝶
的造型反复设计、制作，渐渐地，他用羽毛制
作成的蝴蝶，具有了以假乱真的艺术感染力。

随后何斌阳又举一反三，结合现代绘画技
术，用羽毛制作其他工艺作品。经他制作成功
的羽毛画，既保留了传统画作的意境，又有其
他画作无可比拟的立体感和灵动感。为使羽毛
画走向大众生活，他于1972年牵头组建了邵阳
羽毛画厂。厂里生产制作的羽毛蝴蝶活灵活
现，一上市就受到了广泛追捧，曾创造8年间为
国家赚取外汇2000万美元的奇迹。羽毛画的辉
煌历史和旺盛生命力，让何斌阳产生了将羽毛
画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坚定信念。

何斌阳的羽毛画集艺术性、观赏性于一
体，收藏价值高，可媲美于湘绣。其题材以山
水风景花鸟为主，造型生动，色彩鲜艳，做工
精细，需经过设计、造型、染色、剪片、装裱等
十几道工序和多种辅助工艺才能完成。

二
何芄出生于1973年，受父亲的耳濡目染，

12岁时就和弟弟何迁一起跟父亲学画，随后
学习制作羽毛画。何芄从小就对羽毛画有着
浓厚兴趣，她深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
人”，要想肩负起将羽毛画传承下去的使命，
唯有靠苦练技艺。她先后到中央美院附中刘
人岛艺术班、陈西川培训学校学习基础美术
和绘画。1996年与父亲、弟弟创办羽毛工艺品
厂，系统深入地学习羽毛画制作。2005年曾到
广州拓展羽毛工艺品业务，2010年回邵阳与
父亲、弟弟继续开办邵阳羽毛工艺品厂。

2018 年初，何斌阳不幸患结肠癌去世。
临终前，他紧紧拉着姐弟二人的手，眼里流着
泪，似有万语千言，却终未留下一句。何芄化
悲痛化为力量，苦练技艺，手艺日渐精进。父
亲去世不久，她与弟弟一起创办邵阳羽毛画
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的是，国家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非常重视，邵
阳羽毛画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弟弟何迁被确定为羽毛画省级非物质文
化传承人，何芄于2019年4月申报了邵阳羽
毛画市级传承人。

“琢之磨之，玉汝于成。”2012年，她与父
亲、弟弟一起创作的羽毛画《家园》获“全国农
业休闲创意展”中南赛区金奖； 2018年，她
设计制作的羽毛画《蝶恋花》荣获“2018中国
旅游商品大赛”参赛奖； 2018年5月，她应
邀参加绥宁“四八姑娘节”，设计制作的羽毛
金凤凰雄立在绥宁县城的广场上，成为“神奇
绿洲”的象征。

为保护和传承羽毛画，何芄在父亲的指
导下，几年内先后制作了大型羽毛画6幅和
中小型羽毛画10余幅，其中代表作有《崀山
春晓》《小鸟天堂》《沐浴春光》《平沙飞雁》《暮
雁图》和《蝶恋花》等。2017 年，深明大义的

“宝庆号”文化艺术品收藏展示中心董事长彭
秀奇免费为邵阳羽毛画提供场地，以便更好
地展示和制作羽毛画。

好的东西必须有现实的支撑，何芄深谙这
个道理。为此她与时俱进，不断研发新产品，以
适应旅游市场的需求。“在我手里，我要在将羽
毛画保护传承好的同时，让它走出湖南，走向
全国，实现社会、艺术、经济三重效应。”何芄自
信而淡然地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瞄准了
电商平台，通过网络展示自己的手工艺品，订
单不断，她和弟弟根本忙不过来。

“如果说我在传承邵阳羽毛画方面有所成
就，那是因为我站在父亲及老一辈艺人的肩膀
上的缘故。未来的路还很长，相信我们会一如
继往、坚强无畏地走下去。”何芄的言语里、双
眸间，始终充满
着一种让人无法
质疑的自信。

七彩纤羽入画来
——探访邵阳羽毛画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代表何芄

周志斌 刘恩权

▲何芄在制作羽毛画。

◀何芄和何迁在总结
如何提升羽毛画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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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油画《《红花兜红花兜》》

今年6月18日，在“文明邵阳学习大家
谈”讲堂上，一个短发的中年汉子饱含深情地
讲述他对油画创作的感悟：“要深入生活采风
创作，把身边的生活和直接见闻作为题材，多
描绘现实中的人物和自然风景，作品要接地
气，追求真善美。每一位画者必须要有自己的
语言，要让油画作品形成独特的个性。”

他叫陈小川（其父陈西川），上世纪
60年代出生在邵阳，上世纪80年代末毕
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湖南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油画艺委会委员、
湖南省油画学会理事、邵阳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邵阳市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他
的作品以格调清新脱俗、色彩飘逸著称，

善于用灵动的线条写世间万物。
花瑶是他的创作主题之一。油画《红

花兜》表现了花瑶老人和小孩的一种生活
状态，老人的满脸苍桑和幼儿的无忧无虑
形成强烈对比。他通过一种源自内心的感
知，用颜色低语，和故乡对话。

一次，他到山区采风时，一位背柴的
老人在他身后站了很久看他画画，还时不
时聊上几句。当时他就感到不管什么阶层
的人对美的追求是一样的，由此他创作了
油画《薪》，且特意把老人背上的柴放在主
要位置。他用凝重的笔调，赋予画中物象
硬朗坚固的质感。

“家乡题材是本土艺术家应该去探索的
方向，这是艺术家应有的一种责任感。”陈小
川在生活的田野中，不懈地观察、寻觅、思考、
创作。在艺术的天地里，他深耕细作，历史、哲
学、古典诗词、美术史都成了他的最爱。

陈小川用一幅幅力作讲述着生命与
土地的乡土故事，这些打着生活烙印的作
品令人耳目一新，给美术界带来了返璞归
真的新气象。当代著名画家李自健认为，
品读陈小川的作品，仿佛在听他用乡音，
讲述生活的童话。

陈小川：
用笔墨讲述生活的童话用笔墨讲述生活的童话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