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
他
的

责任编辑：唐光程 校检：王忠 E—mail：qdnzmb@163.com

2021年6月5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唐光程 美编：吕铀 校检：王忠 E—mail：qdnzmb@163.com

2021年8月14日 星期六

○
黔
东
南
州
融
媒
体
中
心
记
者

王
珺

杨
玲

李
林
果

倾心大塘 一场遵从内心的逆行

艺术家的“座驾”会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遐想。
深圳籍画家王明华的选择一定让人想象不到——一辆

七座的五菱荣光，车尾贴着的“大塘水彩公社”字样。
8 月 7 日早晨，在凯里结束了州美术馆的水彩公教培

训授课任务，王明华带着五个大塘学生返回 200 公里外的
从江大塘，车程三小时。

开着空调，敞着车窗，鲜少坐车的 5 个小孩忘了长途
坐车的不适，叽叽喳喳地说着这一周在州府凯里的见
闻。三小时后，车行至山间小路，家就在前方——归乡情
切的孩子们唱起了王明华教他们的《清晨我们踏上小
道》，明快的歌声在山间回荡。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小道弯曲划着大问号，你们去架
线还是去探宝，你们去伐树还是去割稻，鸟儿还没叫你们就
出发了……”从后视镜里看着孩子们跟着节拍摇头晃脑唱
歌的高兴样，王明华也欣慰地笑了，忘了一路驾车的疲劳。

这些年，从江的云雾山川，小路与农作都是他和孩子
们歌唱与绘画的对象，而这辆五菱神车，就是他带着孩子
们徜徉艺海的“快乐方舟”。

祖籍湖南的王明华在三湘大地长大，血脉中继承了
湖南人敢想敢做的“蛮劲”，也蕴藏了楚人迷恋山川和自
然的浪漫血脉。

年少学画，他顺利考上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在体制内
有份安稳的工作，几年后，想出去闯一闯的他，放弃铁饭
碗赴深圳创业，这一闯就是 20 年。

事业的成功，没让他留恋繁华。多年来，他时常会认
真地问妻子，关停深圳的培训机构，一起去山里定居好不
好？定居山野，专心画画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孩子
还小，你走了家怎么办？”妻子理性的提醒总把他从乌托
邦的梦里敲醒。直到女儿工作后，他才敢旧梦重提。

2015 年，王明华因工作来到从江写生，翻越群山，来
到大塘，豁然开朗的世外桃源让他一见倾心。“山间的流
云如瀑，蝉鸣鸟叫衬得山野越发幽静，苗寨古朴的民风，
村民独特的衣着，目之所及，都是入画的绝妙题材……”
在这里，他找到了久违的创作激情。简单的山野生活，也
让他劳累的心得到休憩。他决定留下来完成夙愿。这一
次，妻子选择陪他一起“犯傻”。

关掉在深圳已经开办 10 年的绘画培训班，王明华到
大塘租了两栋苗家木楼，和妻子住了进去。两人用了一
年时间，亲自设计、购买材料，把山里的新居，亲手装饰成
心中最期待的样子。

大塘村是从江县最大的苗族村落，和大多数传统村
落一样，大塘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在大塘小学 260 多
名学生中，近三分之一都是留守儿童。

大塘位于群山之巅，风光无限，但是教育资源却没有
当地风景这般“无限”。

王明华定居大塘后，常常带着画夹在村里写生，而村
里的孩子渐渐成了他的小粉丝。“孩子们每次都是从我开
始写生时就一直站在我身旁，直到结束。”王明华说，“他们
什么也不问，就一直保持着好奇站在旁边看。”问他们想不
想学时，孩子们羞怯的表情与眼里流露出的渴望，让王明
华印象深刻。原来，整个大塘小学没有一名美术老师。

这些亮晶晶的大眼睛让他很受触动，他决定开设美开设美
术兴趣班，点燃孩子们眼里闪烁的艺术火苗。

免费授业 点燃山娃眼里的艺术火苗

小孩子喜欢画画，说明他们内心有对美的追求、对知
识的渴望。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王明华很高兴能在
村里遇到这样一群璞玉似的孩子。“山里孩子的灵气与才
华并不比城里孩子差，他们缺少的是激发潜能的机会。”
与学校沟通后，王明华在大塘小学开设了公益美术班。

公益美术班开班的消息在微信上发布后，圈里的画
家朋友主动联系他，有人出钱改善画室条件，有人送来大
量画材，这极大改善了美术班的办学条件，孩子们只管享
受绘画，用天真的笔触，绚烂的色彩描绘家乡，记录生活。

每到周末，公益班的孩子们穿着爱心人士为他们置
办的漂亮班服，坐在宽敞的教室里，早上学绘画，下午学
唱歌，放学后，义务打扫村里的公路，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他还邀请朋友到大塘做客，为孩子们带来美术、音
乐、书法、礼仪课程，把形式多样的美育新风引入山村。

“大城市的美育启蒙资源是富余的，而山里的美育启
蒙是空白，我正好来填补这个空白。”离开深圳虽然收入
大幅度减少，但他却觉得在大塘教孩子们画画，自己的付
出更有价值。

2020 年，小学员宁愿创作的线描作品《侗家鼓楼》成
功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少儿美术作品
展，这也是贵州省小学组唯一 1 件入选作品。

喜讯传回从江，全县上下轰动，大塘周边的村民也津
津乐道地谈论大塘有一位画家，免费教孩子们画画。王明
华因此成了十里八乡村民们敬重的“传奇人物”。

潜心创作 师生共同实现突破

此心安处是吾乡。月亮山的云雾，都柳江畔的稻田，踽
踽独行的老汉，满戴银饰的苗族女子，都是王明华入画的题
材。五年潜心作画，2019年，王明华创作的《苗岭晨曦》入围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所画的正是大塘苗寨的风光。

现在的王明华皮肤黝黑，穿着黑色阔腿长裤，粗布麻
衫，看上去略显土气，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凉爽的
山风穿堂而过，窗外竹林索索作响，王明华喝着妻子为他
泡好的绿茶，平静地说：“不了解我的都说我定居苗寨失
去的太多；但我自己明白，我在苗寨收获到的也不少。”他
很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

因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村里很多孩子变得内向、自
卑。王明华想让美术成为一束光，照亮孩子们孤独的童年。

从 2017 年至今，在王明华的带领下，这群孩子变得开
朗、活泼，学会了用画笔画出生活的美好。“如果我的一点
努力能够影响到孩子们，让他们找回自信，实现自己的价
值，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了。”王明华说。

5 年来，王明华的公益美术班前前后后来了 100 多位
山里孩子。每到假期，王明华便带着他的“小画家”们去
深圳、凯里、从江。外地邀请他去讲课或出席活动，他便
向主办方提出带几个大塘的孩子一起去，尽力给孩子们
创造走出去的机会。

高年级的孟湘高年级的孟湘、、宁愿宁愿、、王丹丹等大孩子在他的带领下王丹丹等大孩子在他的带领下
已外出游学多次已外出游学多次，，回来讲述着外面的见闻让低年级的孩回来讲述着外面的见闻让低年级的孩

子们羡慕不已。“带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的心就
大一些，志向也就大一些，以后的人生舞台也能更大。”

上到天文地理，姓氏起源，下到乘车出行注意事项，待
人接物的礼仪规范，他像个全能的人生向导，用讲故事的
方法将各种知识传授给这些8-12岁的孩子。“王老师说的
道理我们很喜欢听，因为爸爸妈妈很少给我们讲这些。”一
年级学生王淑婷发言时，其他孩子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王老师告诉他们的道理——“先做
人，后做事”“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说话唱歌都要落落大
方”……一字一句，孩子们早已牢牢记在心上。

一位大一点的孩子主动站起来说，“我以后也想成为
老师这样的人，学画画，上大学。有能力后，去帮助想学
画画的人。”听到学生这样说，王明华欣慰地笑了。

从 2017 年至今，王明华已经陪伴孩子们走过了 5 个年
头。如师如父的教导，让孩子们从最初的怯懦木讷变得彬
彬有礼、落落大方，个个都是村民们赞不绝口的“小画家”。

8 月 11 日，王明华的公益班又传来
好消息，由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央
美·鲁信杯全国儿童美术书法作品
大赛初评名单揭晓，大塘美术班
3 位 同 学 的 作 品 初 评 入 围 。

“16000件参评作品，初评入选美
术作品300件，书法作品240件，
竞争激烈，我为孩子们的优异成
绩感到自豪，也在期待孩子们的
画作在复评结果公布后还有好
消息！”画室里，孩子们一边画
画，一边憧憬着下次走出大山的
游学旅行。

绘画创作上，王明华鼓励
孩子们立足民族特色，用心描
画身边人、身边事、身边物。孩
子们的绘画技巧虽然简单，但
画面中自由的笔触，别具一格
的民族风情，总能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孩子们的作品多次
获得过省、州、县奖项。

五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注
脚，却不会成为王明华公益助
学的句号。绘画班他还会继续
免费开办下去，继续教孩子们
绘画，带他们到外面去学习，开
拓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实现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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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写生，深圳画家王明华笔下的丹青找
到了眷恋的山水——从江大塘。

半生追逐本心的执念，让他抖落繁华定居苗寨，开
始一场逐心圆梦的逆行。

这位外乡客的到来，给苗寨送去了斑斓五彩，也悄
然改变着一群孩子的成长轨迹。

今天，记者带大家走近一座苗寨与归隐画家相互
成就的故事，寻访一段“放牛班的春天”的教育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