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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家住大关县靖安镇松杉
村苗寨沟的苗族残疾青年王建高，用
手 中 的 画 笔 在 白 色 布 上 执 着 地 绘 制
着 反 映 苗 族 古 老 文 化 、人 物 、生 活 、
节庆等元素的蜡染画，再制作成一件
件 带 有 浓 郁 苗 族 文 化 风 情 的 蜡 染 工
艺品。在深山里，王建高用自己的方
式 守 护 着 苗 族 蜡 染 这 一 抹 古 老 蓝 白
色 ，他展现出了身残志坚、自强不息
的精神，向人们诠释着生命的意义。

8 月 2 日 ，笔 者 走 进 王 建 高 的
家 ，见 到 了 坐 在 一 张 小 凳 子 上 伏 案
专 心 绘 画 的 王 建 高 ，旁 边 的 柜 子 上
摆 放 着 他 绘 制 的 一 些 蜡 染 半 成 品 ，
身 旁 坐 着 的 是 刚 中 考 完 想 利 用 暑 期
和 他 一 起 学 习 蜡 染 画 的 儿 子 。 只 见
王 建 高 手 中 的 画 笔 一 勾 、一 画 、一
绕、一点 ，优美的图案便跃然于画布
上 。 这 些 天 ，王 建 高 正 忙 于 制 作 客
人定制的蜡染工艺品。

天 气 晴 朗 ，但 屋 子 里 狭 小 的 空
间 ，让灯光显得有些昏暗 ，王建高依
托 小 凳 子 移 动 着 身 躯 ，在 儿 子 的 帮

助 下 才 挪 到 院 子 里 ，他 拿 出 已 经 完
成的蜡染作品介绍道 ：“苗族蜡染是
我 们 的 老 祖 宗 传 承 下 来 的 工 艺 ，每
个 人 都 有 义 务 、有 责 任 去 传 承 好 这
项技艺。”

苗族蜡染历史悠久。 2006 年，苗
族 蜡 染 技 艺 入 选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这 种 古 老 的 手 工
技 艺 往 往 都 是 通 过 手 口 相 授 、世 代
相 传 ，所 表 达 的 不 仅 是 苗 族 的 一 种
文 化 和 精 神 ，更 是 苗 族 几 千 年 迁 徙
的 印 记 与 故 事 ，也 是 一 种 被 苗 族 同
胞 穿 在 身 上 或 用 于 家 居 装 饰 的 历 史
文化。

“苗族蜡染工艺难度最大的就是
点蜡这一道工序，一张图要 3-4 天才
能完成点蜡，从构图到成品要花费 5-
6 天才能完工，像这样一张蜡染工艺
品市场价格约 1000 元。”阳光照射着
王建高的脸庞 ，他脸上洋溢着喜悦 ，
也 透 露 着 一 股 执 着 与 坚 毅 。 一 幅 幅
作品展示着王建高的创作灵感 。“这
张图是妈妈抱着孩子 ，做人物蜡染 ，

比做花草虫鱼蜡染难度大得多，特别
是脸部这一块。”他详细地介绍道。

王 建 高 ，今 年 40 岁 ，小 时 候 患
上“ 肌 营 养 不 良 症 ”，出 现 腿 部 肌
肉 萎 缩 导 致 下 肢 残 疾 ，初 中 时 因 病
情 加 重 ，退 学 回 到 了 家 里 。 10 年
前 ，为 了 不 拖 累 年 轻 的 妻 子 ，王 建
高 主 动 让 妻 子 另 外 寻 找 她 本 该 拥
有 的 幸 福 。 随 着 孩 子 渐 渐 长 大 ，看
着 年 迈 的 父 母 长 年 操 劳 ，王 建 高 觉
得 再 颓 废 就 是 不 负 责 任 ，自 己 必 须
振 作 起 来 ，力 所 能 及 地 承 担 起 自 己
应 该 承 担 的 担 子 。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让 王 建 高 重 新 燃 起 了 对 生 活 的
希 望 。“ 有 一 次 ，我 在 电 视 里 看 到
患 有 渐 冻 症 的 汪 玉 婷 老 师 用 一 双
近 乎 僵 硬 的 手 ，经 过 30 年 的 苦 练 ，
以 一 幅 幅 美 妙 的 国 画 作 品 惊 艳 了
画 坛 ，她 不 幸 而 又 美 丽 的 人 生 让 我
触 动 不 已 。”

时 年 已 34 岁 的 王 建 高 果 断 地 拿
起 了 画 笔 ，开 始 学 习 苗 族 传 统 蜡 染
绘画 ，由于没有绘画基础 ，王建高已

记 不 清 画 废 了 多 少 张 纸 ，用 完 了 多
少支铅笔 ，熬了多少个夜晚 ，但绘画
水 平 仍 旧 进 步 迟 缓 。 父 母 见 他 辛
苦 ，劝他放弃 ，但王建高觉得自己一
定 要 在 蜡 染 绘 画 上 找 到 自 己 生 命 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身边有很多老
师 在 支 持 着 我 ，教 会 了 我 很 多 绘 画
的 技 巧 ，也 给 了 我 继 续 走 下 去 的 力
量 ，只要我还能拿得动笔 ，我一定会
坚持下去。”

通 过 在 网 络 上 向 老 师 们 请 教 ，
再 加 上 对 蜡 染 绘 画 坚 持 不 懈 ，王 建
高 的 绘 画 水 平 逐 步 得 到 了 提 升 。
他 制 作 的 蜡 染 从 无 人 问 津 到 逐 渐
有 人 购 买 ，王 建 高 内 心 始 终 坚 信 ，
自 己 的 坚 持 一 定 会 赢 得 顾 客 的 认
可 。 说 起 创 作 的 收 入 ，王 建 高 略 显
尴 尬 ，但 他 说 不 能 给 国 家 增 加 负
担 ，自 己 能 多 挣 一 分 钱 就 能 为 上 学
的 孩 子 积 累 一 份 希 望 ，同 时 更 是 为
了 守 护 自 己 的 尊 严 。

说起孩子和父母，王建高内心充
满着深深的自责与愧疚，内心积压多

年 的 情 感 ，在 这 一 刻 有 了 倾 诉 的 出
口 。“每次孩子的家长会我都是缺席
的 ，可是只要我还能够动一天 ，我就
会用我的生命拼搏，我只为孩子在学
校里能吃好点、穿好点。作为一位父
亲 ，我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
有 照 顾 好 父 母 ，这 是 我 最 大 的 遗
憾。”王建高落寞地说。

眼 前 看 似 一 幅 幅 简 单 的 蜡 染 背
后，让我们领略到的不仅仅是苗族文
化本身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
的质朴与热爱。同时，也更让我们看
到了王建高对蜡染艺术的不懈追求，
那 就 是 将 这 种 民 族 非 遗 传 统 文 化 传
承下去 。“我还要向更多专业的老师
求教 ，让自己的蜡染作品更有活力 ，
更有意义。”王建高坚定地说。

日前，我们见到陈
武文时，他正坐在浙江
省嘉兴市的一间出租
房里抱着月琴边弹边
唱，身边围着一群常年
在外务工的老乡，被这
浓郁的音乐声所感染，
大家不时跟着动听的
旋律哼唱。

今年 38 岁的陈武
文是永善县茂林镇松
林村人，2014年到嘉兴
市一家鞋厂务工。10
年来，他一直热衷于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特别是对月琴情有独
钟，不仅会弹奏月琴、
制作月琴，还在快手、
抖音平台开设直播间，
宣传普及民族传统文
化，推介售卖月琴，希
望让更多人了解并喜
欢月琴。

陈武文的叔父是
个勤奋好学、刻苦钻
研的木匠，在老家一
带颇有名气。他拥有
精湛的木工技艺，精
通各类家具和月琴制
作，更让陈武文仰慕
和敬佩的是他做月琴
的手艺。 10 多岁时，
陈武文就经常跟在叔
父后面仔细看，叔父
弹月琴他就认真听。
渐渐地，他在耳濡目
染之下便喜欢上了制
作、弹奏月琴。后来，
陈武文因外出务工无

暇顾及，这门手艺渐渐被搁置。
再次萌生制作月琴的想法，是因为一次机缘

巧合。2022年10月1日，在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
梅里公园，一场由永善县籍各民族务工人员自编
自导自演的“云南人在嘉兴——第二届联谊会暨
喜迎国庆文艺汇演”如火如荼地举行，各民族舞蹈
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常年在外务工的陈武文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看着老
乡们载歌载舞乐此不疲，对他有所触动。“在外10
年，很久没有感受到家乡的韵味了，这些民族乐器
也渐渐地被忘记，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民族文化
传承上做点什么。”活动结束后，陈武文把自己的
想法告诉了好友，而好友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吹
拉弹唱都喜爱，两人一拍即合：“制作月琴！”

说干就干。2022年12月，陈武文在网上购买
了原材料和工具，在出租房中搭建了一个简易的

工作室，开始了月琴制作创
业和传承之路。刚开始，由于
没有市场经验，陈武文制作的
月琴无人问津。尽管如此，陈武
文没有气馁和放弃，坚信只要努
力就会有结果。

后来，陈武文通过拍抖音、
拍快手、做直播等方式推销自己
的月琴，宣传彝族文化，就这样，他
渐渐被人熟知。“这几年，通过不停
地模仿和实践，从照葫芦画瓢到精
雕细琢，我制作的月琴外观美丽、音
准、价格实惠，定制月琴的客商越来
越多，过春节那段时间最忙，为了赶
货，我曾连续工作 36 个小时，生产出
来的月琴都被一抢而空。”正在制
作月琴的陈武文说。

现在，陈武文的月琴在
周边市场热卖，他还用心经
营快手和抖音账号，直播
销售成绩喜人。截至目
前，已卖出月琴 300余
把，纯收入达 20 余
万元。

当谈及下一步
打算时，陈武文高
兴地说：“我在鞋
厂继续上班的同
时，抽时间经营
好自己的抖音和
快 手 账 号 ，不 定
期 开 直 播 ，宣 传
好彝族月琴非遗
文化，广泛宣传推
介 家 乡 农 特 产 品 ，
让这一项民族技艺传
承下去。”

王建高：手绘一抹蓝白 蜡染幸福生活
通讯员 申知铭 文/图

王舞、姜荣莎都是土生土长的巧
家人，大学毕业后夫妻俩便双双回乡
创业，在巧家制陶烧窑 10 年了，他们
痴迷于与泥、火、柴、窑的“意外对
话”，创立“巧家陶”品牌，两人从当初
的柴烧陶门外汉闯关成了如今的行
家里手。

笔者刚走进“巢于林”艺术工艺
品工作室，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被室内
陈设的茶器、摆件、花器等陶制作品
所吸引。这里除了王舞平时制作的
作品以外，还有客人留下的手工 DIY
成品。香插、油灯盏、烤茶罐、网红
杯……每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杯一盏中，赋予了陶土新的生命。

工 作 间 里 ，王 舞 在 打 包 发 货 ，
姜荣莎在为客户定制的香插泥坯
上色，有顾客在动手制作一件网红
花盆。

王舞和姜荣莎都是西南林业大
学艺术学院设计专业的毕业生。白
鹤滩镇巧家营乡大竹村有一口砖瓦

窑，王舞从小就在窑上玩泥看窑，对
土陶充满兴趣。刚上大学时，他就结
合自己的专业，下定决心要做柴烧制
陶，并于 2014 年在老家开始零基础建
造自己的第一个柴窑，通过查资料、
看视频，柴窑建了拆、拆了再建，反反
复复 22 次才成功建成第一口合适的
柴窑。读大学期间，王舞就在学校自
学配泥、制坯，假期再带回老家入窑
烧制，由于没有烧窑经验，对装窑投
柴、烧制时间、火候、温度湿度都无从

把控，王舞只能一遍一遍地烧，不断
总结经验，2017 年，他还专程到景德
镇参观学习，终于在 2018 年烧制出了
可以销售的成品，并在县城建造了第
二口柴窑，成立了工作室。除线下订
制、销售外，姜荣莎还在淘宝、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开办网店销售。

如今，他们拥有两口柴窑，一口
电窑，每年手工制作、烧造茶具、香
插、油灯盏、插花器、种植盆等 1100
多件（套）。除搞好生产外，王舞还

大力推广普及陶艺知识，让更
多人体验陶艺魅力。

“身处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
代，大家用手机的频率比较高。
做陶艺能让我们静下心来，看着
自己做出来的成品感觉特别有
成就感，无论是送朋友，还是放
在家里都具有纪念意义。”陶艺
爱好者施余是“巢于林”艺术工
艺品工作室的常客，业余都会来
这里享受惬意的时光。

都说柴烧是“人做一半，天
赐一半；只可遇见，不可预见”。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现在王舞大
部分陶器都是电窑烧制的，只有
在积攒到足够的精品坯体时，他
才用柴窑烧制。

“我从小就喜欢土陶制品，
也非常热爱这个行业，一直坚持
手工制作，精品柴窑烧制。希望
自己的作品越来越有灵性，有艺
术的美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
友。”王舞说。

创业 10 年，王舞、姜荣莎一
直坚守初心，不断精进技艺。繁
忙时，制陶烧窑，接单发货；闲暇
时，以自家陶器沏茶会友，不仅
把日子过得从容、惬意，也为年
轻人树立了榜样。“回乡创业仅
凭热情和勇气远远不够，还必须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
走下去，火、泥成器，方能有所
成。”王舞说。

大学生夫妻回乡创业十年：

持之精进 火泥成器
通讯员 阮开波 陈红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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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高制作的蜡染工艺品王建高制作的蜡染工艺品。。

姜荣莎姜荣莎（（左左））和王舞和王舞（（右右）。）。

客人体验制陶客人体验制陶。。

王建高王建高（（左左））教儿子蜡染教儿子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