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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着安全绳
    在农村墙上绘画

“每次画出来都挺自豪的。

因为每一次，村民都会称赞

我 们 画 得 好！”1 月 17 日，

武冈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欧云

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聊起在

乡村院墙绘画的经历时，高

兴地说。

欧云在武冈市一所职高学

校当美术老师，可真正去乡村

院墙作画时，她才发现，这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

相比在纸上画画，在墙上

画画非常不好掌控。农村房子

的墙有大有小，欧云遇

到作墙绘的墙最

大的有100 余

平方米。要

把 画 画

好， 她

得 爬 上

四 五

层 楼 高

的架子。

“别 说我

刚开始有些

害怕，有些男

老师也恐高。”欧

云告诉记者，有些村子

的架子是用竹子搭建的，踩上

去有些下沉或摇晃，每次她

都是系着安全绳作画，“在墙

上画好了一个地方，便慢慢地

挪一下安全绳”。有一次，一

个村可能缺少木板，一层长长

的架子上只垫了一块木板，每

画完一个地方还得自己挪动木

板。“我挪不动，只能请男同

志帮忙。”有时搭的架子两层

之间太高了，欧云或者踮着脚

尖在高处作画，或者近乎趴在

架子上作画。

与欧云“作战”的还有

天气。2021 年中秋节前几天，

欧云第一次去甘田村作画，

那时武冈天气正热，两天时

间她就被晒得黑不溜秋。

 在墙上作画，一画就是

七八个小时，欧云感觉自己

的肌肉都绷得很紧，结束一

天的工作时，全身都酸痛。

虽然辛苦，但欧云一点也不

后悔，“自己心里热爱画画，

能够用画笔为乡村振兴出点

力，我很开心”。

走进邵阳武冈市的诸多乡村，你会发现，农家院子的墙上涌现出了很多的壁画，有
些是小桥流水，有些是荷塘花开，有些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些是家人团聚齐欢乐……
一幅幅精美的墙绘，引得不少外地人来此围观打卡。  

这些墙绘大多出自武冈市美术家协会的画家们之手，其中更有不少女画家，她们用
画笔展现美丽乡村，既愉悦了村民，又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成了提升基层乡村“颜值”
的好帮手。

       建设美丽乡村，

       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

“建设美丽乡村，我们文艺工作者义

不容辞。”1月18日，武冈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兰海青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活动开展以来，有 20 多名画家参与。”

截至目前，20 余位画家在武冈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参与

了稠树塘镇、文坪镇、邓家铺镇等7 个

乡镇共10 个村的墙绘工作。

活动从 2021年 9月开始，已作画达

78 幅，内容涵盖“清廉文化、美丽庭院、

民风民俗、社会主义新风尚、颂党恩”

等主题。

“我们去村里墙壁上画画，不是随

便画的。”兰海青告诉记者，每到一个村，

画家们会先跟村委会、村民进行座谈，

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村容村情。“我们

的墙绘会根据墙的造型、大小和周围的

环境等因素来考虑，把艺术与村容村情

有机结合，既美化环境，又净化心灵。”

画家们的到来，受到了村民的热烈

欢迎。“村民们非常热情地给我们提供

帮助。”兰海青说，“经常有村民旁观我

们绘画。绘画完成时，围观拍照的就更

多了。”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吸引了大量的

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到来。“尤其是周

末，很多人在朋友圈晒自己和墙绘的合

影。村民的土鸡、土鸭等土特产也大量

被游客买走。”兰海青说，更让画家们

高兴的是，墙绘不仅提振了群众精神风

貌，进一步提升了乡村的“颜值”，而且

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甘田村是武冈市画家们创作墙绘的

第一个村，村里几名在外的村民正计划

回乡打造牧场。在黄泥坳村，一名在上

海工作的大学生正计划回乡开民宿。在

秦桥镇东路村，通过村支书于智军的推

介，一名姓唐的老板已经来村里开了家

鹿场，100 多只鹿不仅吸引了很多人来

观赏，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在墙绘之余，兰海青还组织画家们

写“福”字和春联送给村民。

在为乡村作墙绘的文艺工作者中，有一

对书画夫妻非常惹人注目。他们就是湖南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武冈市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陶慧和她的丈夫、湖南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唐细平。

陶慧是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

术学系，1998 年和丈夫一起到武冈市。她

的作品以花鸟画为主，涉及农村的题材比

较多。

陶慧告诉记者，她很关注农村，对农

村有一份很深的感情。因此，当得知武冈

市美术家协会要开展乡村壁画创作活动时，

便和丈夫一起报名参加。“乡村振兴是国之

大事，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作出自己的一

份贡献。”

在乡村绘墙画时，陶慧画过人物

画，画过梅兰竹菊，画过南瓜、

丝瓜、菊花、鲤鱼，还画了很

多的莲花。“有些莲花画了

10 多米高，再看下它水中

的倒影，特别美。”陶慧说，

她尤其喜欢美丽庭院主题

的墙绘，“小桥流水人家

的江南风光，有仙境的感

觉”。

 刚开始在墙上绘画时，陶

慧不太习惯。“当时是在甘田村的

一面约 20 平方米的墙上画画，因为

是第一次，画得非常慢，墙壁是竖的硬的，

颜料如果太稀就容易往下流，破坏整个画

面。”陶慧回忆，她立马请教了一些墙绘老

师才适应。

最后，陶慧等人画了两天，画出了水墨

效果，非常有感觉。“与纸上绘画相比，墙

上绘画更壮观、更震撼。”大家开心地在

墙绘上签了武冈市美术家协会的名字。

在墙上画画有辛苦也有快乐。每次去

村里，陶慧和丈夫都是早上6点就起床，7

点出发，“有些村好远，去晚了，就干不了

多少事。”中午也就吃个盒饭便接着画。有

些墙壁比较高，可能要搭五六层楼高的架

子，通常唐细平在最上层写字，陶慧就在

四层以下画画。你写字来，我作画，也别

有一番情愫。

       女大学生志愿加入

陶慧、欧云们的努力，影响的

不仅仅是村民。在邵阳学院视觉传

达设计专业读大四的武冈女孩李卓

遥听父亲说起这回事，立马请战。

“我很喜欢画画，想借这个机会

去锻炼自己。”李卓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2022 年元旦，她就跟

随武冈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毛政叶

等人下了村。

李卓遥参与画的第一个墙绘作

品是《孔融让梨》，她画得很紧张，

因为她此前在家画过的画最大尺寸

仅 1平方米左右，而墙绘的面积特

别大，“虽然老师们照顾我，我没有

爬上架子去画，但最初的构图还是

有些比例失调了。”

在老师们的建议下，李卓遥站

远一些进行观察思考，慢慢地调整，

最终顺利完成了壁画。至今，她去

了两个村，参与制作了6 幅画。“我

参与的画有丰收图、山水图、一家

人玩耍图等等。每天都画得很开

心。” 

在村里作画的书画家们也得到

了当地村民的热情相待。李卓遥说，

每次去村民家借椅子，他们都非常

热情。陶慧每次画完画手都特别脏，

一位老奶奶都会烧好热水给她洗

手，并拿东西给她吃。

夫妻一起下村作墙绘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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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女画家巧为乡村添“颜值”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毛玉兰

女大学生李卓遥和自己参与制作的
墙绘合影。

乡村墙绘成了人们乐于打卡的地方。

看着自家墙壁变美，村民开心地笑了！ 墙绘与村容村貌融为一体，非常美丽。

陶慧（左）和欧云示
范打卡乡村墙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