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媚的创业，要从小时候对绘

画的热爱说起。她从小就喜欢绘

画，看着五彩斑斓的颜色在画布

上流淌，心里乐开了花。慢慢长大，

李媚发现自己对彩绘的热情不减

反增，每次画完一幅画都感觉自

己像是在创造一个小世界。在初

二的一次株洲市中小学生美术比

赛中，她更是凭借着出色的画技，

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016 年 3 月，当丈夫胡士群

创业进入瓶颈期，李媚不顾家人

的反对，辞职加入了丈夫的公司，

成为了一名墙体绘画师。在湖南，

许多公园和景区都有李媚和丈夫

创作的大型壁画和互动式地面彩

绘，行人和游客站在边上即可自

然地融入画里。

2022 年国庆期间，他们创作

的湘潭昭山风景区地画吸引了很

多游客来打卡。人行道在他们

的笔下变成了一幕幕色彩鲜艳的

图画：鱼儿在池塘里畅游，

竹筏随波逐流，仿佛进入

了一个世外桃源。这几年，

李媚和丈夫的墙绘作品越

来越受到大众所关注，并

被多家媒体报道，“我们夫

妻俩想把绘画推荐给更多

像我们这样的人，帮助他

们找到自己的谋生手段。”

李媚说。

大桥底下，拿着画笔

的唐丹分正站在升降台上

给桥墩涂涂画画，白色塑

料桶里装着不同颜色的画

笔。渐渐地，灰色桥墩被

刷成蓝色，画笔勾勒出轮

廓，再不停填色，一只栩

栩如生的小鸟冒了出来。

在唐丹分的彩绘作品

中，她最喜欢的是画桥墩。

2021 年，在买齐各种颜料

后，唐丹分开始她的桥墩

彩绘首秀，“当时我心里

也没有底，桥面画画和纸

上画画不一样，用的刷子

比较大，笔法和笔触也不

同。就想着试一试，大不

了我就再重新给它刷成白

的”。

两周后，顾客来验收

成果时，对作品不太满意。

于是，唐丹分不断复盘桥

墩的彩绘，反思存在的不

足，接着练习、更新技术，

最终彩绘出来的作品，被

顾客连连称赞。

在画桥墩过程中，每

次唐丹分遇到困难，都得

到了创业公司小伙伴们的

支持。

“2020 年，我在网上

认识了7 个志同道合的伙

伴，创立了一家彩绘公司。”

说起自己的创业伙伴，唐

丹分充满感激，“有的小伙

伴擅长绘画，就在技艺上

指点，有的小伙伴偏好设

计，总能在我缺乏灵感时

出设计创新的点子。”

在创业小伙伴的帮助

下，唐丹分的桥绘技术不

断精进，全国各地的数百

个桥墩，开始被她“霸占”。

“彩绘美化了大桥，让

它成为了一个特别的打卡

地，也为城市增添了一些

不一样的色彩。”唐丹分

说，对彩绘的热爱，已经

坚持了十多年，“未来，我

们想把大桥彩绘的流程更

加模式化，规范化，让全

国各地的大桥上都出现我

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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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 200米高空作画，为城市大桥“上妆” 
今年 7 月，湘江上跨度最大、主塔最高的独塔斜拉

桥——香炉洲大桥正式通车。其中，西侧航道主桥主跨
300 米，是湘江上跨度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也是世界第
三大跨度独塔混合梁斜拉桥，主塔高 202 米，是湘江上
桥梁最高高度，被誉为“湘江之钻”。然而，这座大桥通
车之际，有一段“高空作画”的短视频火了。95 后彩绘
师唐丹分顶着烈日，在 200 米高空为香炉洲大桥“上色”，
这一幕感动万千网友，她的作品也得到了众人点赞！

自创“加强版画笔”，用远眺法化解害怕
在 200 多米高空绘画，是常人

难以想象的事，却是唐丹分埋藏在

心中多年的梦想。今年 5月的一次

紧急彩绘任务，让她有了圆梦的机

会。

“桥梁彩绘的工序十分繁杂，包

括了量尺寸、定点、拉线、调线、画线、

贴美纹纸、刷反光漆等七道工序，

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就会影响整体

作业质量。”唐丹分说。

抵达现场后一测量，唐丹分眉

头紧锁。原来，实际尺寸与图纸尺

寸有出入，比例对不上。

“比例不对，那就调整方案。”

于是，唐丹分熬夜一遍遍修改方案，

仅用半天时间就制定了全新的彩绘

方案：调整尺寸，根据桥塔本身给

的条件来调整绘画的技巧。

“全程作业只能通过吊篮，十分

不便，施工难度很大。”在调整彩

绘方案后，为了解决桥面凹面凸面

不一致的问题，唐丹分一遍遍地上

下吊篮，修改弧度、宽度，直到线

条弧度匀称，左右对称，“修改一次，

就要花费一个多小时”。

在彩绘过程中，唐丹分还自创

了一支“加强版画笔”：三只画笔同

时构造出相同宽度的线条，达到宽

度一致的要求。

在大桥上作业，最需要的是克

服恐惧感。有一次，遇到了大风，

吊篮被风吹得左右摆动，让唐丹分

有一种在桥上荡秋千的感觉。

回过神后，她开始紧张了，两条

腿止不住地打哆嗦，两只手就紧紧

地抓住安全带，不敢有丝毫大意。“我

想起了前辈说过的一个缓解害怕的

办法：目光一直盯着远景看。”于是，

通过远眺景色的方法，唐丹分恢复

了镇静，继续着作业。

而这样令人胆寒的情景，唐丹分

几乎每天都要经历一次。在彩绘大

桥的同时，唐丹分还学习了一项新技

能：在 200 多米高的大桥拍视频。

相比在平地作画拍摄，在高空拍

视频远比想象中困难，但这丝毫难

不倒唐丹分：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在吊篮旁固定了一个手机支架，

随时记录着自己的彩绘点滴。如今，

翻看着曾经拍过的视频，唐丹分的

脸上满是笑容。

她在“无声世界”作画，和丈夫一起妆点星城

新闻·娇点关注

还记得“520”这一天，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火爆全网的网红斑马线吗？当全国网友都被长沙的浪漫所感动时，有一个职业更是得到了全民关注——城市彩绘师。
城市彩绘是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如果能够合理发展就可以为城市增加更多色彩与活力。彩绘师就如同城市的“化妆师”，他们用画笔妆点每一个角落，让

更多人爱上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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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被晒得黝黑，衣服、裤子满是五颜六色的颜料斑点，常被人当成油漆工，这是长沙墙绘师李媚的日常。
以笔绘墙，妆点城市，这是李媚坚持了 8 年的工作。从小失聪的李媚是 80 后，这些年，她一直通过绘画与这个世界

进行沟通，“通过画笔，我可以将心中所想的世界、说不出的话描绘出来”。

和创业伙伴合作画桥墩，让城市增添颜色

和丈夫一起创业，帮助他人用画笔感触世界，治愈自己
7月 23日，在长沙市桂井

小学，李媚正在给教学楼的正

墙上色。旁边不远处，一个倒

地的油漆桶滚过，桶身上翘起

的铁皮划动水泥地传出异响，

却并没有惊动忙碌中的李媚。

这是李媚创作的第1012 幅

墙绘作品。每一幅墙绘作品，

都架起了她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绘画为我和世界（建立）连接，

虽然听不见，但我用画笔触摸

着外面世界的心跳”。

2024 年 6月，上海虹口区

唐山路和哈尔滨路街景的多幅

运用 AI 创作的墙绘，是李媚

最得意的作品。

AI 绘画与普通的绘画的最

大不同，在于它不用画笔、颜

料，而是输入一段描述性文字，

计算机就能自动解析，生成相

应的画作。而且，人工智能绘

画的人越多，算法就越能理解

输入的描述文本，画作质量也

越高。

“在 AI 的时代，AI 绘画成

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绘画

中一些繁琐的工作可能由计算

机完成，我就能腾出更多时间

去构思想法与创意，调整构图、

色彩、光影氛围等。”李媚说，

他们彩绘的文化墙，受到市民

的欢迎，“很多人告诉我，有一

种跨入艺术天地的感觉。”

长期的墙绘实践，让李媚

的画笔变得细腻、柔软，她还

经常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和实

地特色，设计出独一无二、量

身定制的作品。但墙绘工作，

对听障者李媚来说，远比想象

中困难。其中，最难的，就是

跟客户的沟通问题。“我只能通

过打字和客户沟通，但是这种

交流方式很慢，有的客户没有

时间和耐心，我们因此损失了

很多机会。”李媚说。

由于一般都是户外作业，

冬天最冷的时候，夏天最热的

时候，作为墙绘师的李媚都要

坚持画画。“冬天零下5 摄氏度

的时候，我们手脚冻得冰凉。

夏天大家又都被晒成了黑人。”

李媚回忆说，每天 6点多钟起

床干活，一整天都站着作画，

要站 8个多小时。

“画画的时候，颜色是有声

的，是会流动的，我不觉得孤

单。”李媚表示，多年来，她和

伙伴们走南闯北，去过了很多

地方，耳边虽然没有声音，但

每去一个城市，她都能通过色

彩去感受一座城市的喧闹和繁

华。如今，公司的订单稳定，

不断吸纳着来自各地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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