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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宅变身美术馆：用5000+珍藏品上“艺术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实习生 鲁灿

“溪上美术馆欢迎孩子们

来探索、学习、玩耍。”自从

做了美术馆的“大管家”，秦

香最近从幕后转到台前，在

镜头前缓缓介绍起美术馆的

藏品故事与建筑之美，这些

都是溪上美术馆暑期研学课

程的内容。

2021 年，随着美术馆开

馆迎客，原本只供一家人生

活的“雷家大院”，渐渐在朋

友们的“撺掇”下有了客房、

餐厅。渐渐地，附近的名家

大师与少年学子纷纷慕名而

来，更有驱车几百公里，只

为带孩子们来体验参观的家

庭。“2023 年我们在美术馆

开展公益美术课程，有位从

烟台多次来访的爸爸，特意

给家里的 3 个孩子请了 5 天

假，他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

会来让孩子们提升一下美学

修 养，比上课更重要。”秦

香笑着说。

一开始，将公益课堂搬

入美术馆只是应镇上小学的

邀请，给山里的孩子们上一

堂生动的美术课。第一次赶

鸭子上架当上“老师”，秦香

坦言有点紧张，在讲解完课

程内容后，考虑到孩子们太

小不一定能读懂藏品背后的

文化意义，她还在走廊上给

孩子们办一场展览。秦香告

诉记者 ：“孩子们就像一张白

纸，他们的想象力就是最珍

贵的宝藏，他们随性画傩戏

面具、建筑制式，甚至能在

一草一木中找到灵感。”

这些年，为了保证研学

课程的趣味性和教育性，秦

香与培训机构合作，开展面

具写生、民间绘画、民艺欣

赏等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

独创性课程。来打卡的孩子

们多了，桐桐和小辣椒也逐

渐成为了小小“讲解员”。“家

里有把明朝时候的太师椅，

收起来会变成一把凳子，桐

桐最喜欢带小朋友演示椅子

的‘变化魔法’，还能一一向

他们介绍她觉得最有特色的

傩面具。”

除了参观 藏品，对孩子

们来说，美术馆附近的户外

体 验也成为了他们的最爱。

桐桐和小辣椒两个土生土长

的“小孩王”更是变成了孩

子 们的 领 头羊，“ 打 野、 登

山、溯溪……什么都 玩！小

辣椒带着孩子们去菜园里掰

玉米，桐桐会招呼小朋友们

一起包包子，还会比赛谁包

得又快又好。”秦香笑着说。

“让孩子们自己观察，去

看山林、田园、建筑，感受

大自然的变化，就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教育。”在甘溪滩镇，

秦香希望孩子们在溪上美术

馆里能够放下包袱，全身心

地走进山水田园的意境，感

受沉浸于艺术的独特体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冯

晓雅）暑假遛娃去哪“嗨”？如

何让孩子们的假期又好吃又好

玩？来参加年度超级大型互动活

动——“2024 亲子健康‘家’年

华”趣味游园赛！本次活动将于

7 月 21 日在长沙举行，面对湖南

全省邀请 200 组家庭，一起在

运动中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倡

导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妇联、今

日女报主办，安利（中国）日用

品有限公司、湖南家庭文旅运营

中心、凤网传媒等承办，湖南家

庭教育研究会、株洲市妇联、湘

潭市妇联等协办。

目前，该活动已经开启了线

上报名，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 7

月 19 日。活动全程免费，邀请

广大家庭共同开启一场充满欢笑

与温情的亲子之旅。

活动当日，家长和孩子们将一

起体验快乐障碍赛、智力飞行棋、

超级漂移车、愤怒的小鸟、真人

版健康飞行棋、膳食宝塔沙包等

趣味活动，也能现场动手烹制营

养佳肴，还能学习膳食营养知识。

此外，现场不仅有多轮抽奖环节，

完成签到打卡、游园赛全程的家

庭还能获得由今日女报、湖南省

家庭教育研究会等单位提供的学

生社会实践证明和精美礼品。

今日女报深 耕亲 子 领域 多

年，在湖南省妇联的指导下，携

手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等联

袂 打造了“湖南家 庭成长营”，

专注湖南家庭教育宣传、活动

和培训等工作。同时，今日女报

还在省妇联、省文旅厅指导下，

推出了创新文旅品牌“湖南妈妈

去哪玩”，深耕家庭游、亲子游

领域。此次由今日女报 / 凤网携

手安利纽崔莱等发起公益活动

“2024 亲子健康‘家’年华”趣

味游园赛，旨在倡导、帮助孩子

们在运动中学习、培养健康生活

方式。

近年来，安利（中国）日用

品有限公司参与了“阳光计划”

“母亲安馨工程”等多项活动，

为妇女儿童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

贡献。前不久，安利纽崔莱正式

成为备战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国家

跳水队官方营养合作伙伴，为其

提供安全、纯净、高效的营养食

品。目前，“健康中国 我们行动”

的奥运主题公益捐步线上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登录小程

序“我们行动吧”，约上家人一

起完成健康打卡，还有机会在本

次游园赛现场赢取运动健康大

礼包。

2024 年，今日女报 / 凤网与

安利纽崔莱将共同开展“2024 年

度亲子健康 + 行动”主题活动，

面向全省亲子家庭，开展以儿童

营养健康为重点内容的家庭教育

活动，协助家长科学育儿，促进

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倡导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

趣味游园、超多好礼，本报邀 200 个家庭一起来运动
乐趣一“夏”，亲子趣味游园赛即将开场

暑假已至，常德澧县溪上美术馆迎来了新一批参观研学的小朋友。院内荷花盛开，果树繁茂，
明媚的阳光打在古香古色的房梁砖瓦上，斑驳的白墙下坐着三五成群安静写生的同学们。秦香
穿梭在馆内的各式藏品之间，微笑地介绍着它们的前世今生……

这已经是秦香来到常德澧县甘溪滩镇的第 15 年。她和丈夫雷亮、大哥雷鸣一起，把只有几
间木头房的祖宅改造成了一座美术馆。2020 年，溪上美术馆被纳入常德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如今已成为不少家庭慕名探访的乡间文化“大观园”。

秦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把屋子归于淳朴，把孩子还给自然，他们就会自发地与一
方水土水乳交融，并自然成长。”

溪上美术馆的前身，不过是甘

溪滩镇上再普通不过的几间老房

子，经过雷家兄弟与秦香的努力，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小有名

气的民俗美术馆。

“一开始是婆婆想要回乡打理

祖宅，而我们在修整祖宅的过程

中发现以前收集的古旧器物数量

远远超过了预期。”秦香回忆，为

了更好地整理这些藏品，秦香夫

妇放弃了北京的“铁饭碗”，变卖

家产回到了甘溪滩镇。于她而言，

建设美术馆不仅是为了整理呈列

雷氏兄弟的收藏心血，更是为了保

存好湘西北民俗文化的演变脉络。

从一开始简单的收集民俗器

物，到厘清湘西北民俗文化的脉

络，溪上美术馆馆藏逐渐丰富的

过程中，一双儿女也成长为活蹦

乱跳乡里娃。中国社会的乡土传承，

能唤起我们血脉中对土地的深厚

感情。”在美术馆的修建过程中，

秦香发现祖宅勾起了一家四代的

血脉情缘。

去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荆河戏在溪上美术馆长廊展演，

一曲《百花亭》唱响，秦香就想

起丈夫的念叨 ：“听外婆讲，我的

外公田华万就是澧县荆河九华班

的台柱子武生，唱、念、做、打样

样在行，戏班演出的时候，他一

出场就会引来台下欢呼……”时

光荏苒数十载，秦香的一双儿女

桐桐和小辣椒第一次听到了荆河

戏，跟着这一声声古老久远的唱

段浅浅哼唱中， 文化在这一刻完

成了传承。

在溪上美术馆的筹备上三人各

有分工，大哥雷鸣收藏品、做规划，

雷亮、秦香夫妻则负责把大家天马

行空的想法落到实处。为了还原原

生的本地乡里建筑，除了雇佣当地

的工人，秦香还颇费口舌从外省请

了许多负责古建修复、古桥搭建的

建筑工。“最多的时候，家里有 30

多个工人跟我们同吃同住，桐桐和

小辣椒也跟着叔叔背后跑，拿木板、

和泥浆、做篾工、刻木雕等等，都

变成了他们的探险游戏。”

除了充实藏品与修复老宅建

筑，三人团还努力挖掘着澧县以

及周边的民间艺术，希望能用溪

上美术馆来勾描出湘西北民俗文

化的一角。

甘溪滩镇是常德市最偏远的乡

镇之一，如今仍保持着荆河戏、纸

扎、木雕等传统非遗民俗。为了保

留这些珍贵的民间手工艺，秦香一

家也花了不少心思。2021 年，他们

邀请了镇上为数不多、年逾半百的

“花儿匠”，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创作了二龙戏珠、百鸟朝凤等近百

件精美的纸扎作品。“后来我们把

这些作品放在田间，办了一场公益

艺术展，观众大多就是村民。”秦

香告诉记者，“手工艺术品难以保

存，我们只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人能看到它们。”

如今，历经十余年的艰苦筹

建，溪上美术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

建筑风格和收藏体系，成为了湘西

北地区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固

定在建筑之上的木雕、石雕等不

可移动藏品就有近 3000 件，陈设

在各个展厅、回廊及院落里的中国

古代木雕傩戏面具、造像、绘画、

家具、瓷器、竹编等可移动藏品有

近 2000 件。”秦香介绍道。

一间祖宅，串起四代人的人生故事

“自然+民俗”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

扫一扫，
参加活动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