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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9 位������������������������������������������������������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周雅婷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湘
江北去——长沙女作家百里画
廊 · 湘江美景油画展”在长
沙漫岩艺术馆正式开展。九位
女作家步入画坛，是本次展览
的一大亮点。

在文字的世界里，她们书
写传奇；而当她们拿起画笔，
绘的是山水人文、气象万千。
策展人、漫岩艺术馆名誉馆
长林子集介绍，本次展览包
括唐樱、林子集、嫣青、陈敬、
妙青、月琴、彭淑雯、廖茗、
刘瑄 9 名女作家的 32 幅画作，
展现了她们笔下湘江百里画
廊的壮美景致。抛开作家与
画家的身份，每幅精心绘就
的画作背后，都有着她们独
一无二的故事。

相比其他人，美术学院毕业

的廖茗可谓是“科班出身”。“但

我从美院毕业后开始写作，后来

从事编剧工作，完全没有机会去

思考画画的事情，所以这个机会

对我而言很难得，实现了小时候

开画展的��。”的��。”

《绣女》是廖茗动笔的第一

幅作品，如何在平面画布上表现

出女孩抽丝引线的动感，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于是，廖茗发动

了家人上阵，“找到了我妈出镜，

让她拿根针线挑一下，当我的参

考。后来画辣妹子时，我妈还主

动给我当模特”。。

不止如此，穿什么样式的汉

服、绣什么花、刘海是中分还是

偏分、专注的表情如何体现，这

些问题廖茗一边画一边纠结，躺

在床上入睡前都在�，早上再修

改，如此反复了半个多月。“刚

开始是有些困难，不过之后的《稻

花儿香》就是一气呵成。”

今年 23 岁的刘瑄，是九位

作家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她选择

的主题却是厚重的秦简。

创作前，她泡在长沙简牍博

物馆里，观察每一个字的形状，

记住它们的含义，几乎拍下了

所有能展出的简牍，“关于战争、

法律、生活的各类字形，我都结

合每幅画的主题运用了进去。”

一入展厅，左手边连着三幅

就是作家嫣青的画作。见证杜甫

生命最后岁月的江阁、传说中坠

江而亡的楚王御马、爱晚亭与白

鹤泉的美景，嫣青将神话传说、

诗人诗句入画，是展厅里一道别

样的风景。

“我画画有两个原因，一是

我喜欢，不管是写还是画，得搞

自己喜欢的，才能创作出最好

的作品来��是���之前的���是���之前的��是���之前的�

憾。”作为一名悬疑小说家，嫣

青的绘画总和文学创作离不开关

系。

“视觉画面要比文字更直观，

能够真正传达小说内涵的插图和

文字结合起来，也是增光添彩。”

多年前，嫣青的小说《诡蝶惊情》

准备出版，但她却对封面十分不

�意，“我否了4 个工作室的设计，

最后编辑都求我不要再否，不

然就没有工作室和我们合作了”。。

学了绘画后，嫣青终于有机会

把脑海中的画面表现出来。“不仅

完成了我当年对那本书封面的�

法，还形成了一个面具系列，下一

本新书，我就打算用面具系列的

其中一幅作为封面。作者比任何

人都知道自己的故事�表达什么，

在作画时也能更好地体现。”

“今年是我接触绘画的第 9

年，绘画记录了我这 9 年以来

的变化，我甚至可以从每一幅

画中回�起这 9 年里的很多时

光，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替代

的宝贵财富。”唐樱是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长沙市作家协会主席，她告诉

记者，画画对她来说和文学

创作一样�“什么时候有�感，�“什么时候有�感，“什么时候有�感，

就什么时候创作，只是创作的

方式不一样而已。”

“我的画作，表现的是断片

的岁月、断片的男女、断片的

光影、断片的文学、断片的思

绪、断片的记忆、断片的韵味

……不知不觉堆积成了我们所

认知的世界。”唐樱告诉记者，

这么多年过去，大家相互影响，

艺术的力量真的很神奇，“像林

子集老师，最开始只是个纯粹

的画家，但现在她既是画家，

又是作家了”。。

在此次参展的女作家里，

陈敬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今年

已经 70 岁的她，去年 3 月才

开始真正拿起画笔。“在这之

前，我只是特别喜欢看展览。

尤其在上世纪�十年代，那时上世纪�十年代，那时�十年代，那时

各种艺术展都在北京，一出差

把工作做完，肯定是要看了一

场展览再走，特别过瘾。”陈

敬并不像其他人一样，能对各

种理论信手拈来，“我觉得对

艺术的爱好和审美，其实是每

个人都可能与生俱来的天赋，

只看你有没有去发掘和感受。

一个最好的例子，走进展览馆，

哪幅画让你震撼，你就会站在

那里，停留、欣赏，这就是绘

画的魅力”。。

在陈敬看来，画是兴之所

至，天边的云，湖中的桥，目

光所至，一切皆可入画。《云天》

画的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傍

晚，有落日、晚霞，干净的云

和水，还有此次参展的九位女

作家的背影。“在不确定的年

份里，需要给大家一点信心和

希望。我希望看到画作的观众，

能领悟到希望的力量。”

艺术馆一楼，一幅名为《湘

江北去 · 朱雀呈祥》的作品极

其引人注目，恢�大气的用笔，�大气的用笔，大气的用笔，

鲜明的色彩，吸引了不少前来

看展的观众。“看橘洲湘江是件

非常美好的事情，你可以从山

顶上看，从山腰上看，从山脚

下看，在江边上看……都有不

一样的美。”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还在读

书时，这句诗就给林子集留下

了无尽的�象，那时的她还在

怀化老家，没有到过长沙，“诗

句里描绘的长沙美景留在我心

里，所以我一直�来这里看看”。。

后来一次来长沙考试，林子集

坐着车到湖南师范大学，“正好

是秋天，一路都是诗中的景象”。。

1998 年，林子集辞去了老家

的工作，随家人定居长沙。林子

集告诉记者，《湘江北去·朱雀

呈祥》的创作是一个一气呵成的

过程，过去的创作、观察和�象

都一直留存在她的脑海中。

作家和画家的双重身份给予

了林子集更多表达的机会，也

让林子集得以看见女作家们心

中的绘画火焰。“绘画是对心中

某样东西的喜欢或沉淀，女作

家们有这种沉淀和积累。”林子。”林子”林子

集告诉记者，不只是作家，每

个人都有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人人都可能是艺术家，之所以

要办这样的展览，也是�让艺

术传播得更广，鼓励更多的女

性朋友勇于表达心中的�法，

感受到艺术的快乐和幸福。

鼓励更多女性表达心中所想

给自己的悬疑小说画封面

此次画展以湘江百里画廊

为主题，妙青的作品之一《虹》

就将望城剪纸这一传统民间艺

术体现在画中，精美的剪纸化

作湘江水，随着江水流向更广

阔的天地。

妙青�尝试绘画的心由来

已久。“一次逛街，店员逗孩

子，问他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他就说我妈妈煮饭扫地、搞卫

生的。当时我就在思考�我我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价值可以实

现？”

“有些人会讲，你都已经

这个年纪了，家里还有孩子，

为什么跑来画画？”妙青告诉

记者，在她看来，年龄或者身

份，不应该成为约束自己内心

追求的阻碍。

生活的感悟、与孩子们相

处的日常，都是妙青�感的来

源，“有时画两只蜗牛一起散

步的背影，有时画一只小��画一只小��一只小��

着一只小鸡一起看日落……我

也画过我的孩子们”。妙青一。妙青一妙青一一

幅��������的画参���������的画参�

过去年举办的“彼岸 · 芳华”

画展，还被来参展的观众买走

了。

从去年开始学习绘画的月

琴，和妙青也有相同的感受，

“许多女性朋友都有过焦虑的

经历，很多女性要么在家里相

夫教子，要么就工作，两点一

线，来画画之后，��了心里��了心里了心里

的郁结。”

“其实也不一定是画画，

音乐、写作，哪怕是任何一种

爱好，都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

新大门，”月琴说，“我们办这

个画展，就是�以微薄的力量

启迪女性朋友们找到自己喜欢

的事情，为之前进。”

和其他女作家不同，彭淑

雯的画笔更多地停留在山�和地停留在山�和停留在山�和

乡镇，“�幻乡�系列里主要

表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农

�面貌，用当代的表现手法，

画出我心中乡�的美好景象”。。

如今，在城市里安了家的

彭淑雯还是会经常回�里看�里看看

看，茅草屋成了干净整洁的独

栋小屋，路也不再是�一脚��一脚�

一脚的��路。彭淑雯将这些的��路。彭淑雯将这些

现实的变化都装进了自己的画

里，“我心目中的新农�就是

这样，一条路走进去，鸟语花

香的�庄中，矗立着一幢幢独

立的房子，美丽又干净”。。

启迪更多女性为喜欢的事前行

绘画记录了女���的��女���的���的��

林子集的《湘江北去 · 朱雀呈祥》是此次画展的点题之作，画中的星
城尽显华浓。

艺术馆里，女作家们正在作画。

长沙女作家百里画廊 · 湘江美景油画展正在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