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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开窑了！”6月26日下午，在大祥区
学院路的一家紫砂工坊里，一件件造型
别致的紫砂壶、紫砂盆、紫砂茶杯被依次
捧了出来。“这一窑的作品在器型、色泽、
润度、颗粒感等各方面都达到理想效果
……”看着新鲜出炉的紫砂器皿，邵阳紫
砂手艺人陈立华脸上满是掩不住的喜悦
与兴奋。

作为在邵阳本地从事纯手工制作与
烧制的紫砂艺人，陈立华师从国家级正
高级工艺美术师惠海勤和宜兴全手工制
盆传承人余墩金。近年来，他专注于传统
紫砂器具的研究，并在传统与现代创新
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制作风格，深受广大紫砂爱好者喜爱。

见心抟砂，是情怀也是信仰

陈立华与紫砂的缘分，还得从17年
前说起。

2007年，陈立华是邵阳市自来水公
司一名职员，受妻子的影响，他开始接触
茶叶。闲下来时，他积极学习茶文化，了
解到紫砂器具兼具实用性、艺术性和艺
术收藏价值于一身，是富含中国特色的
传统艺术瑰宝，开始对紫砂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在感受
到紫砂制作工艺的独特性后，越发入
迷并萌生了制作紫砂器具的念头。“起
初，我对紫砂工艺一无所知，只能借助
网络教程自学。”陈立华笑着说：“刚开
始满怀热情，但由于把控不好湿度和
工艺，做出来的紫砂器具变形严重、烧
制后经常开裂，那时还有了打退堂鼓
的想法。”

在妻子的鼓励支持下，陈立华前往
江苏宜兴学习紫砂壶制作工艺，希望在
泥土与火焰的交织中寻找人生的另一种
可能。2016年，在朋友的引荐下，他幸运
地认识并拜师于国家级正高级工艺美术
师惠海勤和宜兴全手工制盆传承人余墩
金的门下，开始了自己的陶艺生涯。

陈立华说，学习紫砂传统制作技艺
并非易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细入微
的把控。就拿紫砂壶的制作工艺来讲，它
从构思、拍泥片、搓嘴把、制盖子、拼接到
烧制等要经过数十道工序，前后需耗时
近一个月。另外，由于紫砂材质和成型的
特殊性，在制作时，冬天时不能开暖气，
夏天无法开空调，所以整个制作过程是
很辛苦的，非常耗费时间和体力。同时，
陈立华不仅需要对艺术美学不断钻研，
还要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他认为这样才
能把自己的创造“融”进作品里。

“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制作出来的
紫砂作品，其意义不仅仅是这个作品的
本身，更多是它承载着的精神内涵，这才
是我想要守护住并传承下去的东西。”对
于陈立华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
享受，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熔古铸今，注入灵魂与温度

打泥片、围身筒、上底片、做壶把……

这是陈立华每日下班后忙碌的场景。
在陈立华的工作室里，陈列架上摆

满了各种形态、颜色不一的紫砂作品。
这些年，陈立华一直坚持纯手工做壶。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逐渐领悟了陶
艺的精髓，掌握了纯手工制壶的技艺。
就这样，凭着不服输的精神和敢闯的韧
劲，他的手艺日益精进，作品也充满了
灵性。

远在浙江的朋友通过茶叶了解到陈
立华的紫砂作品，要其特意为自己定制
了一把紫砂壶。他说陈立华的壶“会说
话”，是真正的用心之作。之后，他又特意
来到邵阳，和陈立华共同探讨紫砂文化。

“在制作这把壶的过程中，我和紫砂产生
了亲密的对话，因此壶就有了我的思
想。”陈立华十分自豪：“只有真正纯手工
制作的才能称之为作品，是赋予了制作
者灵魂在里面的，所以每件作品都有它
独特的思想。”

陈立华认为，紫砂作品的制作过程，
不仅仅是技巧上的展现，更多的是思想
与紫砂之间的对话，是守艺人的执着坚
守，是传统文化千年来传承给世人的价
值所在。在他制作的诸多紫砂作品中，
有一只紫砂花盆颇为特殊。该盆由 31
片紫砂泥片拼接而成，摹古李鸿章盆，
制作工艺堪称紫砂盆中的天花板级别。
盆脚采用外翘翻足，转角圆润自然，制
作难度相当大。陈立华经过不断打磨研
究，最后历时 8 天完成，整个盆身看起
来既规整大气又灵动隽逸，获得来往观
赏者一致好评。

从事紫砂创作 8 年，陈立华从不间
断对紫砂艺术的探索和追求，累计创作
了百余件紫砂作品。其作品风格洗练精
巧、端庄秀丽。无论是素净的传统器形，
还是创新的形制，均造型简洁端庄，线条

周正流畅，令广大紫砂爱好者赞叹。

守艺情深，另一种承载体现

一直以来，这是陈立华的一个心
愿：把真正的传统紫砂文化带回家乡、
传扬出去，让更多真正喜欢紫砂文化的
人能近距离接触紫砂文化。多年来，他
一直在完成这个心愿。在陈立华潜移默
化的影响下，他的孩子也和他一样，正
将自己更多的时间投入紫砂的学习制
作中。

为了推广紫砂文化，陈立华带着自
己的紫砂作品积极赶赴各地的茶博会之
约。他通过精美的展板、生动的视频以及
专业的茶文化解说，向大众展示了邵阳
茶叶的独特品种和品质以及紫砂作品，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对紫砂与茶生活实
用性的融合有了全新的认识。

秉持着传承紫砂文化的信念，陈立
华在钻研和创作的道路上求索钻研，坚
持不懈。早些年，陈立华曾经想在紫砂作
品上刻上“宝庆八景图”，但由于疫情搁
置下来了。“既要还原，还不能失了邵阳
特色。”他认为紫砂壶不仅仅是一种器
皿，更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
品。在壶身的雕刻中，常有山水、花鸟、人
物等元素，展现出浓厚的人文气息。而有
了邵阳特色的紫砂作品，就赋予更深刻
更浓厚的本土意义。

这些年，陈立华的紫砂作品也开
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喜欢。为了
让紫砂技艺得到更广泛地普及和推
广，他热心为同仁传授技艺、分享经
验，陈立华的行动不仅是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和坚守，更是对非遗文化传承
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他坚信，紫砂文化
一定会被传承得越来越好，也会有更
多的承载与体现。

方寸藏天地 不倦紫砂情
——探寻邵阳紫砂手艺人陈立华背后的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阳恬甜 实习生 张建美

在 隆 回 县 周 旺 镇 中 心
小 学 ，有 一 位 留 守 儿 童 的

“妈妈”老师，她十六年如一
日，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倾
情付出，给予留守儿童情感
的抚慰，深受孩子们爱戴，
她就是周旺镇中心小学教
师李红娟。

刘美（化名）父残母亡，
她与年迈的奶奶一起照顾年
幼的弟弟妹妹，白天是学生，
晚上是“家长”。作为刘美的
班主任，李红娟看在眼里，疼
在心里。一方面，她在学习
和生活上为刘美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经常和刘美谈心谈
话鼓励她。为了帮刘美争取
公益资助，怀有身孕的她挺
着大肚子在刘美家和学校两
地来回跑，有时等不到车，她
就徒步去，全然不顾自己是
孕晚期。最终，刘美得到了
大邵公益的资助，直到读完
大学。刘美在作文中写到：

“吃着李老师做的菜，看着她
为我辅导功课时忙碌的背
影，我多想叫她声妈妈……
以后我也要当一名老师，像
她一样去温暖更多像我这样
的孩子！”刘美的奶奶不止一
次地握着李红娟的手，激动
地说：“多亏遇到你这么好的

老师呀！”如今的刘美，自信
阳光，她在李红娟的鼓励下，
如愿考上湖南师范大学。

肖小佳（化名）是邻班里
的“小淘气”，上课不认真，回
到家就是看电视。她父母远
在广州打工，爷爷奶奶拿他
没办法，班主任和学校领导
几次去他家做工作，她一看
见老师来了就跑自己楼上房
间，闭门不见任何人。所有
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李红
娟站了出来，她只身一个人
来到肖小佳家，俯下身子耐
心开导肖小佳：“今天李老师
是你的朋友，我来是为了帮
助你。有任何困难和疑惑都
可以和我交流，我会帮助你，
和你一起解决它。”通过耐心
地沟通和劝导，肖小佳打开
了心扉。在李红娟和班主任
老师的共同帮助下，肖小佳
慢慢走上了“正轨”。

李红娟说：“留守儿童都
缺少父爱、母爱，如果不能及
时地关爱他们，他们会因为缺
少亲情而陷入孤独的深渊。
我只是尽力在他们感到彷徨
无助的时候，适时地为他们提
供帮助，希望可以给留守儿童
多一些灿烂的阳光。”

李红娟：给留守儿童多一些阳光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通讯员 苏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
珺 通讯员 欧阳水凤 唐华
春）“过去，这里给我的印象是

‘脏、乱、差’，如今的路庭绿树成
荫，草木花香，一条洁静宽阔的
水泥路，通往四面八方。”6月26
日，洞口县竹市镇返乡探亲的老
干部唐章洁，看着炉山村整洁干
净的村道，倍感欣慰。

该村地处竹市镇人民政府
西北部约 3 公里，距县城 11 公
里。该村人口居住分散，院落选
个垃圾点都非常困难，村级环卫
工作难以治理。近两年来，该村
村“两委”把村级环卫治理工作
列为重点工作，多次讨论研究如
何改变村风村貌的环卫整治问
题，征求党员、组长意见，制定村
级环卫自治方案与奖励机制。
该村成立村级环卫领导班子，开
展分片分组及院落管理检查，坚

持村干部与各组组长分片分组
承包划定的卫生区域督查，并定
期组织清扫队伍重点整治污处。

该村每户门前实行三包(即
卫生、秩序、绿化)，成立村级卫
生环保队，每月对每户卫生进行
检查评比，进行奖励，对不卫生
户提出严厉批评。同时，该村在
村里专门安排两位长期保洁员
收拾各院落卫生点垃圾归队，唐
礼录、唐雨林两人为干好村内保
洁工作，自费 7000 元各购买一
辆三轮小车。此外，该村充分利
用“村民环卫自治”的互评互比
相促活动，发挥榜样的力量，逐
步提高村民宜居环保意识。

经过两年的全面整治，该村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们以
实际行动讲文明、树新风，形成
了“人人讲卫生，个个保健康”的
浓厚氛围。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和美乡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
畅珺 通讯员 邵蓉蓉） 为进
一步做好禁毒工作，增强群众
防毒、拒毒意识，6月26日，武
冈市水西门街道开展禁毒宣
传进校园活动，通过展板展
示、发放宣传材料、现场案例
讲解等方式，向龙田中心小学
师生传递了禁毒和反诈相关
知识。

活动中，志愿者从识毒
品、看毒情、知毒危、防毒诱、
拒毒害五个方面向学生详细
讲授毒品相关知识，让同学们
认识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及国
家、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涉毒犯
罪带来的严重后果，告诫同学
们要远离毒品，树立自我防范

意识。随后，街道办工作人员
针对青少年群体常见的校园
贷、兼职刷单、冒充客服等诈
骗手段，运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向师生们详细讲解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的特点和预防
手段。同时，结合“两卡”类
电诈违法犯罪趋于年轻化的
特点，提醒同学们保护好家
人的银行卡、手机卡及个人
信息，不要将“两卡”出借、出
租、出售给他人，切勿因为蝇
头小利让自己成为诈骗分子
的帮凶。

活动现场共布置展板20
块，出动宣传车 2 台，发放宣
传资料 800 余份，营造了浓
厚的禁毒、反电诈社会氛围。

禁 毒 反 诈 进 校 园
护 航 少 年 助 成 长

6 月 24 日，市
创文办和市文明办
主办的“邵阳红·周
末志愿行”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在
北塔区田江街道苗
儿村举行，当天开
展爱心义剪、针灸
理疗、蓝印花布体
验等志愿服务活
动，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创文带
来的成果。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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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华在工作室制作紫砂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