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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撒、一泼、一抹，以自然砂石为原料，以张家界的奇山秀水、民俗风情为素材，用自然描
绘自然……妙手挥舞下，天子山御笔峰就在画板上栩栩如生起来，这便是张家界的砂石画。

在张家界市军声砂石画文创园，这样的画有很多——而作品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孔菁萍。
20 世纪 80 年代，湘女画家孔菁萍从长沙来到张家界，被这里的风景吸引，开始了砂石画创作。

从小作坊到开办画院，从申请专利到走向世界，从成立文创公司到建设文创园……近 40 年，她
凭借着坚守和创新，不断突破自我，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

人物名片

孔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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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湖南在多重挑战中逆势而上，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立足民营视角，湖南为地方营
商环境现状“精准画像”，着力推动全省各类群团组织成员大规模创新创业，实现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
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新格局。而这一亮眼成绩背后，得力于千千万万名湘商，也离不开创新创业的
WOMEN（我们 / 女性）。

WOMEN 如何在湘商新经济领域创业逐梦？我们特别策划“巾帼初心耀三湘·创业篇”专题报道，聚焦
新时代不断崛起的女性力量，记录属于 WOMEN 的创业传奇！

扫一扫，
看创新创业
好故事视频

·张家界砂石画创始人
·张家界市军声砂石画研究院院
长、军声砂石画文创园董事长
·先后获评“旅游企业先进个人”

“旅游工作先进个人”“创新型企
业家”

湘女画家独创砂石画：将“国际张”装进画里送给世界

孔菁萍说，砂石画热销与张

家界旅游的发展，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1989 年，张家界的旅游开

始发展。孔菁萍的砂石画，便

乘着张家界旅游发展的东风走

上了国际舞台——1992 年 5月

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

桑塞尔、卢卡斯两位博士对中

国武陵源进行考察验收。他们

的结论，将直接影响到武陵源

能否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

录》。

“砂石画作为独树一帜的绘

画形式，得到了两位博士的高度

赞赏。”同年 12月，联合国世界

遗产委员会正式将武陵源风景

名胜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

名录》。借着这块“牌子”，张家

界的旅游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发展时期，此时的砂石画也

为张家界的美景架起了文化宣

传的桥梁。

这一年，砂石画远销美国、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等数十个国家，收获了一批

批忠实的粉丝。

孔菁萍说，她的砂石画，还

曾让一位印度尼西亚游客黄先

生多次前往张家界寻画。

2004 年，前往军声画院参

观的黄先生因一幅砂石画《路·

豪》勾起了乡愁。当时，孔菁萍

正准备带这幅作品前往中法文

化年巴黎画展。

“80 万卖给我吧！”黄先生

说，他正准备修建一个中国艺

术美术馆，想将这幅作品收藏

起来。孔菁萍婉言相拒，并找

出文化部发的邀请函和去往法

国的护照等。无奈之下，黄先

生带走了另外的作品《天门曙

光》。也正因这一次购画的遗憾，

让黄先生成为孔菁萍的铁杆粉

丝——之后的 20 年时间，他每

隔两年便会来张家界寻画。

2013 年，在第 114 届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孔菁萍的砂

石画再次吸引了国外客商眼球，

一位新加坡采购商当场下单签

订了20万美元产品；一位美国

西雅图采购商约定将长期大批

量订货……

如今，军声砂石画文创园成

为张家界武陵山大道旁的一座

全新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在

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能了

解砂石画的研发工艺，更能从中

欣赏土家文化和张家界美景。

“以画笔筑梦，坚持科技创

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孔

菁萍说，这是她创业的初衷，

也是最终目的。

来自敦煌壁画的创作灵感
让传统砂石画变得“高精尖”

“这些画是用多彩的石英砂

石、植物等天然元素制作而成，

是我们独创的砂石画。”7月8日，

在军声砂石画文创园，孔菁萍向

记者介绍将张家界自然风景和民

俗风情融为一体的砂石画作品。

而孔菁萍与砂石画的缘分，

要从 1986 年的一次房屋装修说

起。

1986 年的一天，孔菁萍刚从

外面回来，新屋已进入外装饰阶

段。孔菁萍看见瓦匠正往屋前墙

壁上很随意地撒一些彩色的小

石粒，红色的、褐色的、淡黄色

的，有的垒成山峦，有的铺成小

路，甚是好看，“我觉得很好奇，

忽然联想到了老师在课堂上教过

的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来自敦煌莫高窟，

而莫高窟是世界上当今规模最

大、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

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寺。

后人经过研究、考证，发现

古代早期矿石颜料的技法是以

石膏与胶合物为底子，将有颜色

的矿石晶体研磨加工成极细的粉

末，调以蛋清、树胶或皮胶，以

水稀释作画，以重彩浓抹出现，

又以洞窟条件保存下来。

能不能参照敦煌壁画，把不

同颜色的彩色小石粒做成工艺

品？

于是，在前人利用矿石颜料

绘画的基础上，孔菁萍与合伙人

李军声大胆地进行创作。他们

根据石粒、石块形状、颜色和大

小的不同，铺在画板上，粘成各

种各样的动物图案。然后取出一

个玻璃框固定起来，往墙上一挂，

与用颜料、水彩画出来的绘画作

品相比，呈现出了另一种韵味。

一连几天，孔菁萍和李军声

粘了上十幅画，题材由动物转向

了风光。后来，孔菁萍和李军声

把这些画运到长沙进行售卖，也

因此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砂石画与张家界的缘

分，起源于1988 年。

这一年，孔菁萍和李军声去

张家界景区写生，为当地美景所

惊叹。天生文艺的孔菁萍提议，

要将张家界的美景“装”进砂石

画里，让更多外地朋友欣赏到。

回到长沙后，孔菁萍将拍下

的一张张美景照片用砂石还原，

进行艺术加工，深受买家喜爱。

2001年，她索性与李军声合伙，

去张家界创办了一家砂石画院。

“这次创作，是中国美术史

上一次绘画理念的突破。”孔菁

萍说，他们的年收入也在稳步上

升，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最

多的时候，一年有 1000 万元的

流水。2017年，砂石画院再次升

级——孔菁萍创办张家界军声

砂石画文创有限公司，将画室搬

进了总投资 1.2 亿元的张家界军

声砂石画文创园。

就这样，带着对砂石画和张

家界的情感，孔菁萍将艺术与市

场相结合，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

产业之路，已成为张家界乃至湖

南的一张艺术名片。

 将张家界美景献给世界

一幅画作怎么还与“科技创新”

有关联？孔菁萍用她的创业经历给

出了答案。

自2001年创办军声画院开始，

孔菁萍就非常重视一幅作品的科技

感。在她的带领下，画院共研制出

了陶瓷系列、屏风系列、门窗系列

等不同规格和不同形式的砂石画系

列产品逾千种，年生产本土及外埠

各类题材砂石画上万幅，具有“环

保画种”“绿色画种”的美誉。

“我们每年会将主营业务收入的

4.3%用于技术和产品研发，引进先

进的设备，研究砂石画的传统工艺，

引入人工智能等高精尖技术，将传

统砂石画工艺与现代智慧工厂建设

相结合，以科技创新提升品质与效

率。”孔菁萍说，与装备制造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一样，传统砂石画工艺

也可以做到“高精尖”。

随着孔菁萍在科研上面的投入，

军声砂石画研究院获得的奖项也

越来越多——该院先后获得《一种

砂石画绘画颜料的制作方法》

《一种环保仿树脂改性泥胶》

等发明专利 5 项、《采用传统

锯木机加工燕尾榫槽、榫杆

制作榫卯画板的支架》实用

新型专利 1 项，共拥有国家

专利 12 项和受理发明专利 1

项。

但并非所有的研发投入

都能看到回报。在孔菁萍看

来，产品研发投入存在 2 个

“10”——十年磨一剑的韧劲、

10%左右的成功率。

“我们做的创新砂石画，

都说‘九死一生’，死了9 个，

到底哪个能活下来？只有实践

了才能找到答案。”孔菁萍说。

如今，军声砂石画研究院

平均每年创作 5000 余幅砂石

画，年营收超 3000 万元，获

评湖南省科普教育基地、湖南

省小巨人企业、湖南省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湖南省民营企业

500 强等称号。

孔菁萍和妹妹一起交流画砂石画经验。

孔菁萍会定期给员工做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