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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山水成就梦想

在湖湘大地上，有一位醉心于

山水、以描绘山水为乐的幸福老人，

他用毕生的精力和手中的画笔画出

山 的 高 大 伟 岸 ，画 出 水 的 柔 美 缠

绵，给世人留下了众多震撼人心的

美术作品，其中不乏鸿篇巨制。他，

就是著名的湖湘山水画家邓辉楚。

邓辉楚，1944 年生于湖南邵阳

的一个山村。那时，他的视线只能

局限在大山里头，每天见到的只有

延绵的高山和潺潺的溪水。为了打

发山村中枯燥无聊的时光，邓辉楚

从孩童时代就迷上了画画。读小学

和中学时，他的各门功课都很优异，

但他仍未放弃对画画的热爱，在他

的课本和作业本的空白处，经常会

有 高 山 流 水 、茅 屋 炊 烟 之 类 的 涂

鸦。故乡的山水养育了邓辉楚的人

生，也成就了他想当画家的梦想。

在他所住的村子里，有一条通向山

外的石板路，这条路和两旁的景物

已被他不知画了多少次，他的艺术

之路也就从这条石板路上向外逐渐

延伸。后来，成绩优异的邓辉楚考

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爱好

画 画 的 邓 辉 楚 此 时 却 “ 不 务 正

业”，经常跑到图书馆翻看美术书

籍，临摹绘画作品。大学毕业后，他

被分配到相关部门工作，由于不是

从事自己所喜欢的画画工作，1971

年，一心想着画画的邓辉楚想办法

调到了长沙市文化馆，开始走上了

画画之路。

从此，邓辉楚专心作画，笔耕不

辍。他画山水，画人物，画连环画，

画一切感兴趣的东西。他的佳作

不断涌现，还常有作品获奖。国画

《为了一个数据》、《潇湘四季图》等

参加全国美展并获省文艺创作奖，

《领袖的足迹》、《彭德怀故居》、《武

陵朝露》等 10 余件作品分别被天

津艺术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湖南

美术馆、毛主席纪念馆、齐白石纪

念馆、湖南文史馆、北京大学和湖南

大学等单位收藏。作品还远赴国

外，参加新西兰现代中国画展、新加

坡湖南书画展、日本中日职工文化

交流书画展以及马来西亚当代中国

水墨画大展等展览，并出版了《邓辉

楚山水册》、《邓辉楚山水画集》、

《古苗河图卷》、《百川汇海图》、《八

百里南岳衡山全图》、《八百里洞庭

全图》等画集。传略辑入《中国美术

辞典》、《中国美术年鉴》、《世界华

人美术年鉴》、《中国文艺家传集》等

典籍中。

巨幅长卷展示美景

在绘画艺术的门类中，邓辉楚

最喜爱、最擅长的还是水墨山水画，

他把传统艺术与生活融合在一起，

在古典中渗透现代，在流行中包容

传统，自成画派。对自然山水的喜

爱造就了他对山水绘画的激情，多

年来，他将各种形态的山水书写得

淋漓尽致。2009 年面世的一幅长

卷，更将他的艺术成就推上了新的

高峰。

2009 年 2 月 19 日，邓辉楚创作

的湖南山水画第一长卷《八百里南

岳 衡 山 全 图》在 湖 南 省 展 览 馆 展

出。此图全长 108米，高 84厘米，采

用传统中国水墨画长卷形式，描画

了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的当今

风貌。长卷从南岳衡山之首衡阳回

雁峰起，至南岳衡山之足长沙岳麓

山止，延绵 800余里。72峰之雄姿、

风光名胜之秀丽、历史遗迹之古韵、

名人故居之原貌，连贯成一幅气势

磅礴、内容丰富、笔墨精到的鸿篇巨

制，观众无不为之倾倒。著名美术

评论家孙克说：“作品以其构思的严

谨，历史文化的深刻，景观素材的丰

富，艺术风格的协调，以及笔墨技法

的娴熟，在当代山水长卷创作中独

标一格。”

为画《八百里南岳衡山全图》，

邓辉楚从 2000 年春开始，多次到南

岳写生。2005年 7月，他在应邀担任

首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后，在北

京除主持日常事务外，将主要精力

用在创作该长卷上，不断深入生活

补充素材，多方查阅资料，经过 9年

多的素材积累和潜心创作才得以完

成。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在观看

后，认为此幅长卷可以印制成册，作

为湖南省政府馈赠客人的礼品。

在征服衡山之后，邓辉楚又将

画笔伸入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他希望通过画笔来展示洞庭湖的神

韵，展示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于

是，从 2009年开始，邓辉楚又开始多

次深入洞庭湖畔写生。他历尽艰

辛，访遍了洞庭湖畔的 16 个县市。

期间他因脑梗病两次住院治疗，但

即使如此，他也没停止绘就洞庭的

决心。终于，用时 5 年创作的《八百

里洞庭全图》长卷山水画，又于2014

年 6月 20日在湖南省展览馆展出。

长卷全长 72米、高 1.36米。按

自然景观、历史遗迹、名人故居、标

识建筑 4 个方面撷取 86 个景点，每

个景点都是一个单独画面。还遴选

了历代名人咏洞庭的29首诗句穿插

其间，图配古诗，互映添雅，相得益

彰，更加彰显了洞庭湖的壮美与文

化魅力。在运笔上皴擦点染结合，

写意与纪实兼具。画面中虚实结

合，特景与广景相映成趣，恰到好处

地描绘了一幅洞庭图画。著名美术

评论家邵大箴评价其为“一部潇洒

的长卷绘画散文诗”，是山水画长卷

创作中少见的杰作。

古稀之年精进不懈

邓辉楚认为，对艺术的表达要

“立于传统，源于生活”。 他曾认真

临摹传统绘画，感悟其博大精深的

技法与内涵。同时，不断深入大自

然写生采风，领略造化之神奇与壮

美。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

一种传统上的延伸，无论是构图上

还是笔墨的渲染上，都强调一种空

间的延展之感，有一种山势的升腾

之美，充满了迷幻的氛围，让人在不

经意间感受到别有洞天的深厚韵

味。其中云雾的营造、山水的配合、

船舶人家的点缀都恰到好处，在灵

巧的笔墨中将氛围渲染到极致，浓

淡相宜，意境美妙，让人宛若置身美

景之中，万分陶醉。

在邓辉楚的画作中，还能读出

一种超脱的禅理和诗意。在缭绕的

云雾和安静的山村营造出一种出俗

的氛围，“空、静、独”的意境跃然纸

上，再配上如诗句般的标题，如《空

谷清鸣》、《流到溪前无半语》等，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浑然一体、让人

看了如同在喧嚣夏日饮一杯凉茶，

有沁到心底的安静和清爽。邓辉楚

认为“一览无余不是好画，好的作

品应是画中有画”。所以他特别注

重虚实的结合，要“实处见功力，虚

处见修养”。正因此，他的画作除了

给人视觉的美感，还能给人的心灵

以洗涤，能荡去人们内心的喧嚣和

浮躁。

“精进不懈，顺其自然”是邓辉

楚的座右铭，已到古稀之年的他颇

感时间紧迫。“我要趁着现在身体

好，精力好，多画一些好作品，多为

社会留下点东西。”邓辉楚用质朴的

语言阐述了他画衡山、画洞庭的初

衷。也许是受所信奉的中庸之道

的影响，不管是他的画，还是他的

人 ，都 质 朴 脱 俗 得 让 人 有 出 尘 之

想。对于《八百里南岳衡山全图》

和《八百里洞庭全图》，邓辉楚都不

打算卖掉，“也许会留给后代，也许

会捐赠给某个博物馆吧。”邓辉楚

爽朗地笑道。

独标一格绘山水
田立宪

新年（外一首）

胡巨勇

72米巨幅长卷《八百里洞庭全图》局部 邓辉楚 作

把 一 年 的 掌 声 和 收 获

交给记忆

把 曾 经 的 经 历 和 足 迹

留给历史

岁月的脚步

又 将 抵 达 触 手 可 及 的

春天

新年，花一样的绚丽

新年，画一样的迷人

新年，梦一样的精彩

给新年点赞

祝福是破晓而生的风景

有着时间的厚度

能 唤 醒 所 有 的 期 待 和

守望

给新年点赞

执着是打磨永恒的坐标

有着火焰的光芒

能爆发积蓄已久的能量

给新年点赞

用情的笔端为愿景写真

用爱的笔触为信仰抒情

给新年点赞

用信心开垦时间的荒地

在生活的方格上

创造无比辉煌的奇迹

祝福
时钟的滴答

是岁月踏在心上的足音

唤醒千年的梦

匆匆离去的回忆

如撕下的日历

与过去的成与败甘与苦

作一次清零

轻轻把梦想播种于

时光之园

期待 梦之光

耀照明天的现实

抽出心有所想之芽

结出行有所为之果

请相信 每一种等待

都 会 穿 透 黑 夜 里 冰 冷

的迷茫

每一种付出

都 会 收 获 阳 光 里 绽 开

的笑脸

祝福新年

让你我在午夜

挥手与旧日告别

祝福新年

明天的愿景

将由你我

用努力去定义

山水画家邓辉楚

与民同呼吸 唱响主旋律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艺术团印象

邓雅琴

在长沙市望城区的大街小巷、乡间

地头，有一支家喻户晓的艺术团队——

雷锋艺术团。从 1958 年成立至今，前

身为望城县花鼓戏剧团的望城区雷锋

艺术团已走过 56 个春秋，望城区郭亮

北路上曾经红砖碧瓦的望城县影剧

院，现已是亟待修葺的县级文物，剧

院里的文艺生命却历久弥新，接棒举

起 了 传 扬 雷 锋 精 神 艺 术 基 地 的 大

旗。无论严寒酷暑，一代又一代的新

老演员在这里挥洒汗水，排练演出。

他们从这里出发，足迹踏遍望城乡间

的泥泞，让雷锋之歌唱响在田间地头

的广阔天地中。

来到雷锋艺术团现任团长易辉洪

的办公室，没有金碧辉煌的装饰，只有

挂满墙壁的荣誉证书，雷锋精神铸就了

艺术团“团魂”；没有价格不菲的摆设，

老旧办公桌上厚厚的手稿和剧本，是无

价的精神瑰宝。这个“湖南省好剧团”

“长沙市学雷锋十佳集体”、望城区“首届

劳模集体”“学雷锋标兵单位”里的老、

中、青三代人，以满腔的热情在平凡岗位

上演绎雷锋，将雷锋之歌越唱越响。

热情似火，甘愿付出排精品

1979 年春天，雷锋艺术团以望城

县花鼓戏剧团的身份带来了经过全新

编排的大型古装戏《春草闯堂》，在连电

视还没普及的年代，诙谐生动、流畅睿

智的演出引起轰动，在长沙连演 45 天

130余场，场场爆满。随后在湖南省各

地巡演一个多月，所到之处一票难求，

当时的辉煌成绩让每一个剧团老人都

历历在目。

“你如果学得戏出来，我的名字倒

着写！”曾有人这样对 16岁到业余剧团

学戏的易辉洪说。外人的歧视打消不

了易辉洪对戏剧的似火热情，他厚着脸

皮拜师，每逢演出便在导演身边转悠，

只等有位置缺人他好顶上……几年后，

勤奋和天赋让他已能拿下那个业余剧

团的所有角色。1998 年，望城县花鼓

戏剧团团长将他挖了过去，能到更广阔

更专业的剧团演出学习让他兴奋得睡

不着觉。谁知刚到 1999 年，剧团便遭

遇经济困境，几乎发不出工资来。当时

为了代表长沙参加全国第五届“映山红

艺术节”，他们还接到了抢排大型现代

花鼓戏《黄泥坳》的任务。就这样，年轻

的易辉洪刚来团不到一年，磨难就与他

较上了劲。

作为雷锋的家乡人，吃苦耐劳似乎

是他们的本色，那种同甘共苦、誓创辉

煌的劲头，让他们浑身充满了力量。排

练一天，到了晚上，连睡觉的床都没有，

地板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人。“这是我的

责任！”突然一个小伙子喊出声来，原来

他在梦里念了句戏中台词，翻个身继续

在硬地板上熟睡过去，倒是惊醒了身旁

的易辉洪。

再多的劳累和艰苦，在荣誉的衬托

下都会变成曾经最美好的经历。《黄泥坳》

在全国第五届“映山红艺术节”上为长沙

挣回创作、导演、演员、演出四个一等奖称

号，而当时作为男一号的易辉洪，和兄弟

们睡地板、饿肚子，没日没夜疯狂排演的

日子，是剧团给他美好的青春记忆。

“既然是品牌就要打响，我们要为

文化事业增光添彩！”如今已是团长的

他，一直坚持着对艺术精品的追求。政

府的引导和支持，给了他更多信心。

2012 年正月，团里开始为即将到来的

“学雷锋日”排演歌舞情景剧《这是我应

该做的》。正月初十，望城区委领导带

着慰问金来看望大家。再多辛苦有了

认同的抚慰，就会转变成强大的动力。

最终，这部极具创新意识的歌舞情景

剧，以生动的剧情、编排和表演一举拿

下长沙市“五个一工程奖”。

甘当“傻子”，送戏下乡争奉献

2001 年，剧团重组改名为雷锋艺

术团，几十年如一日的雷锋精神开始有

了更广义的演绎。

“县里要扶持剧团送戏下乡，既能

让山坳里的农民看戏，又能让剧团活

起来。”时任望城县文体局局长邓建华

找上门来，“送戏下乡，将舞台搭建到

老百姓家门口”成了排上日程的第一

件事。

时任团长李剑飞介绍，县里给他们

送来了大型流动舞台车，添置了几十

万元设备，促使艺术团与长沙市湘剧院

艺术学校合作，流动吸收新演员。在体

制转变上，帮他们找到了“养项目不养

人、节省开支出精品”的路子，又为其聘

请了十几个乡间能人做特约编剧，组织

他们为剧团投稿。万事俱备，雷锋艺术

团扛起送戏大旗，为几百万群众送去快

乐、文明、和谐，一送就送了 13 个年

头。此外，每年抗洪救灾，剧团都走上

最前线，就地搭上最简易的舞台，在风

雨里为抗洪勇士们鼓劲加油。

57岁的胡小平在团里待了半辈子，

他是雷锋艺术团的书记，也是演员、灯

光师、道具师、舞美师、司机……每当有

演出，他一定要在前夜仔细检查车况，

第二天比所有人都早起，提前发动车

子。每年 200多场送戏下乡，雷锋艺术

团从来没有因为迟到、误点取消过演

出。场场到位的胡小平是总管家，他像

雷锋一样愿做工作中的“傻子”。白天

演出、统筹、搬道具箱，晚上清点、收场、

帮老乡干活。

1987 年剧团下乡演出时，剧团的

车被一辆刹车失灵的车撞入河水中，胡

小平从水中一连救上 3个同事，又多次

下入水中抢救设备。在大家的合力下，

所有人都安全上岸，设备也没有遗失一

件，此时大家看到胡小平脸上和手臂上

都有被玻璃划破的伤口在流血。在雷锋

艺术团里有不少这样的“傻子”，他们演

雷锋、学雷锋，个个争当雷锋的传人。

到如今雷锋艺术团已下乡演出近

3000场次，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五保

老人出门不便就到家门口接送，看戏不

但不花钱，遇到特别困难的，大伙儿还

从送戏补贴里“抠”出一些来支援。许

多群众都动情地说：“雷锋艺术团里，人

人都是雷锋。”

公而忘私，深情厚爱献舞台

雷锋艺术团没有奢华的舞台，田

野就是他们最好的表演场地；演员没

有惊天动地的举动，每一个人都在平

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中青年骨干们付

出了心血，剧团老人更是将大爱献给

了舞台。

雷锋艺术团 77岁的导演朱炎彬至

今舍不得离开一生挚爱的舞台。“我比

雷锋大几岁，雷锋小时候也经常在这一

片玩。”指着家门前的一块空地，他动情

地说，“从小就知道雷锋，受他感染，我

们都喜欢做好事。”

老人练花鼓剧武生出身，腿脚功

夫了得，因为对事业的认真和爱做好

事，让他的腿落下顽疾。朱炎彬 18 岁

到望城县花鼓戏剧团当学徒练功，一

次不慎跌伤了左膝盖，他咬着牙带伤

排练、演出，没有及时治疗休养使旧伤

成了个隐患。一次在外演出，炊事员

生火做饭时不慎使一棵空心大树被点

燃，火势“嗖”地一下蹿上天，朱炎彬双

腿站在冰冷泥沼里，与大家一同奋力

将火扑灭，他腿上的伤却再遭重创，从

此一遇雨天便阵阵发痛。他在舞台上

翻跟头时膝关节会脱臼，但他忍痛坚

持继续演。腿伤最终导致他不再能上

舞台，但这不能阻止他对艺术的追求，

朱炎彬开始了传奇般的导演生涯。《春

草闯堂》、《泪洒相思地》、《雷锋》、《打

铜锣》……几十年来，望城区几乎所有

的古典花鼓戏和许多现代题材戏剧都

是他所编排，他带出来的弟子遍布湖

南省内外花鼓戏舞台。时至今日，每

逢雷锋艺术团排新戏，朱炎彬都会到

现场指导，公而忘私的雷锋精神令他

在戏剧大舞台上始终充满了精、气、

神，激励着年轻人奋勇向前。

为了突出时代特色，紧跟新的形

势，雷锋艺术团每年都要创作排练贴近

基层、贴近生活的新剧，将新时期的新

内容，以易于接受的通俗表演形式展现

出来，使观众常看常新。

不怕吃苦，钉子精神遍剧团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呼啸声伴

随着响亮的节拍，就在这个破旧到不足

以遮风挡雨的剧院里，八九个年轻妹

子从容地扬手，起跳，转圈……“你到

这边，动作快点，眼神要到位！”作为团

里的舞蹈队长，洪娇专注地观察每个

演员的动作，风雨在她眼里就像这场

排练的配乐，脸上流的早不知是汗水

还是雨水。

2007 年，18 岁的洪娇背着铺盖来

到团里，科班出身的她是地道长沙妹

子，当初来到这里，所有人都觉得她待

不长久。“你是台上笑得最美的女孩！”

一次雷锋艺术团送戏下乡，演出后有位

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挤到后台，拽

着她说。质朴的观众让她找到了自信，

也有了将美和快乐一直传递下去的心

愿。现在，洪娇已经在团里安了家，老公

也是团里骨干，他俩办婚礼前两天还在

下乡演出，因为要排演新戏参加长沙市

“杜鹃花奖”评比。婚后第三天就回来上

班，“蜜月”就在排练场里一天天度过。

“一天要洗 3 个澡，你看我们没有

一个胖的，多好，就当减肥！”青年演员

徐智说。对于排练条件的艰苦，大家早

已坦然，更苦更累的是马不停蹄地下乡

演出。20个街道、乡镇轮番露天演出，

日晒雨淋外，每一个场地之间都隔着崎

岖山路。每当演出日，天蒙蒙亮就上车

赶路，吃饭化妆都在颠簸的演出车里进

行，“现在我们都练出边摇晃边化妆的

绝活！”雷锋艺术团每到之处，都聚集了

大量热情的乡亲。演出结束，收拾好戏

台再乘着流动演出车回到宿舍早已是

繁星满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剧团的

一颗螺丝钉，一个都不能少，哪里需要

去哪里。”演员殷涛说。

几十年来，雷锋艺术团的演员来来

去去，新加入的年轻人为艺术团带来蓬

勃朝气与活力。易辉洪说，团里年轻人

多，才能排出新时代的新戏、大戏，传承

雷锋精祌才会后继有人，雷锋艺术团的

发展才会有新的希望。

各级政府和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更

让雷锋艺术团对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

2014年3月，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艺术司

司长诸迪等一行到望城区开展地方戏曲

传承发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考

察了雷锋艺术团后表示，“这里是一块传

扬雷锋精神的宝地！”为让他们能更好地

宣传雷锋精神，目前，望城区已启动

1600万元资金立项，准备对望城县影剧

院原址进行勘察、设计、重建。

易辉洪最后兴奋地说，在雷锋艺术

团，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信念：望城是雷

锋的家乡，雷锋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

理应扛起雷锋这面大旗，传播文化种

子，弘扬雷锋精神，争做雷锋传人，让艺

术之花永开不败。

雷锋艺术团演出歌舞情景剧《这是我应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