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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师文静

画财神画嫦娥也画甄嬛

最近，丁春梅没有闲着。
她在墙上画下“龙年年画”“接

财神”“嫦娥观灯”“龙抬头”等蕴含
新春祝福、喜庆之意的作品。烧火棍
画虽线条粗犷，但构图饱满，人物有
神，有质朴浓郁的乡土气息。古朴的
年画，加上丁春梅朴实的农村大娘
形象，让其视频在各大平台别具一
格。这些传统节日主题的画作，在她
的“梅姐爱画画”等自媒体账号吸引
了几十万点击量。

丁春梅说，她最擅长传统人物、
古风仕女画，之前用烧火棍儿陆续画
完了古代四大美女、牛郎织女、《西游
记》人物、《三国演义》人物等，从去年
开始成系列地画《红楼梦》“金陵十二
钗”、《甄嬛传》人物，还画了一系列跟
传统节日相关的年画、传统画。

丁春梅和家人生活在山东聊城
东昌府区沙镇镇王化村，她是朴实
的种地农民，之所以能拿起烧焦的
黑乎乎的火棍儿，创出有特色又原
生态的“火棍画”，缘于小时候爷爷、
奶奶、支教老师宋老师对她的影响。

丁春梅的奶奶会绣花，教她用
烧火棍儿在地上画花鸟；丁春梅的
爷爷会传统家具玻璃画，教她在玻璃
上作画。上小学后，丁春梅依旧痴迷
画仙女等古风人物。村里来的小学老
师宋老师看到丁春梅的作业本正面
写字、反面画画，觉得她有画画天赋，
就每周六下午教丁春梅画静物、人
物，只教了半年，老师就调走了。这就
是丁春梅受过的所有的绘画训练。

从十几岁开始，丁春梅就凭借
画画养家糊口。此后好多年，她每天
给家具厂画玻璃画，从早晨画到晚
上，一天能画“五对”橱柜玻璃，一对
两毛钱，一天挣一元钱。丁春梅笑
称，那时候因为自己画得好，给十里
八村结婚人家画新家具，一个月能
挣到30来块钱。只可惜，20世纪90年
代新式组合家具开始流行，旧式手
工玻璃画橱柜逐渐被市场淘汰。丁
春梅也放下了这门手艺。

过去的20多年，丁春梅在家务
农，养育孩子，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
民。直到儿子长大成人当兵入伍了，
丁春梅才开始在农闲时候，拿起画
笔。而拿烧火棍儿在墙上作画，是最
顺手、便捷、节省的方式。她这一别
出心裁的点子，让她成为“火棍画”
的创始人。到了2019年4月，丁春梅
的丈夫和儿子拍摄她画画的视频走
红，“火棍画”随即火遍网络。

画画比打工要轻松太多

2019年之后，丁春梅的人生发
生了变化。在各大平台逐渐积累了
近400万粉丝，成为“网红”的她，其
画作被更多人看到。

儿子蒋振余退伍回家后，开始
帮助丁春梅操持自媒体的事情。丁
春梅只负责画画，其他事情交给了
儿子，开直播、对外联络、出门参加
活动等都由儿子张罗陪伴。有了儿
子的参与，丁春梅经常参加线上线
下活动，创作内容日益丰富。

丁春梅每周要直播画画两三
次，还不定期教附近村上的小学生
画画。她说，很多小孩都不知道牛
郎织女、梁祝等古代经典故事，她
不仅教孩子们画画，还给孩子讲这
些传统人物故事，画出他们的艺术
形象。

此外，很多网友喜欢丁春梅的
古代仕女画，她画在纸上的彩铅
画，被网友购买，远销四川、山西、
天津等地。丁春梅告诉记者，2020
年是卖画最多的一年，一年售出百
十来幅画作，最受欢迎的是“四大
美女”。丁春梅的作品远不够卖的，
但她仍坚持慢工出细活儿，一般两
三天时间才画完一幅古代仕女画。

2021年，丁春梅被评为“了不
起的山东人”。去年，丁春梅火棍画
个人专题展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新
农人画家工作室展厅开展。

过去几年，丁春梅被《朝闻天
下》《中国三农报道》等新闻栏目报
道，多次受邀录制央视的《艺路惊
喜》《道德观察》等栏目，还受邀拍
摄《田野至上》纪录片。她的故事也
被更多人知道。

这几年，丁春梅的生活也与网
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白天下农
田、进蔬菜大棚干农活，晚上抽出
时间，在网上直播教网友画画。她
说这是“劳逸结合”：“网友看我画
得挺好，要跟我学画画，我就尽可
能上网教大家画。他们都称呼我老
师。我就想把自己学会的，都传授

给大家。”
谈到现在的生活，丁春梅用“变

化挺大”来形容。她说，自己就是种
地的农村妇女，重新拾起绘画之前，
也跟农村很多女性一样，农闲了就
出门打工，早晨六七点出门，天黑才
回家，无论打什么零工，一天都得干
十来个小时。“被很多人知道后，大
家看我在网上画画，也买我的画，我
就花更多时间在家里画。我觉得，画
画比打工要容易太多，时间上也自
由了。更重要的是，画画是自己几十
年的爱好，我画得开心。”

从没想过能当别人的老师

令人惊奇的是，丁春梅还通过
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别人的课程，在
2022年摸索出了一套有系统内容
的网上课程，通过付费课程的方
式，给那些想深入学习古代仕女画
的网友开课。之所以要录一套课
程，是因为这几年外地网友源源不
断地来到聊城，找丁春梅学画画，
网上也有不少人问怎么跟她学，她
有没有出书等。为了方便大家学
习，她决定录制课程在网上教课。

录制课程对丁春梅来说，是件
难事儿。一开始，她讲课，儿子蒋振
余录制，但讲的内容总是过不了平
台审核。“录课程不能瞎讲，得有内
容，得看你录的东西，是不是值得
成为课程。”不会讲课的她，没有放
弃，她开始翻看一些简单的绘画教
材，大量地学习各大平台上其他画
家的课程，借鉴别人讲课的流程方
法等。丁春梅的学生、正在读视觉
传达专业研究生的许广浩，也来帮
她出谋划策，指导录课，教她怎么
设计课程、怎么讲。但是许广浩写
的讲课大纲对丁春梅来说专业性
太强，她只能自己去摸索适合自己
的“半白话式”讲课内容。

丁春梅录了一年，才完成32节
《传统古风仕女画教学》课程，课程
内容包括古代仕女构图、五官基本
画法、古风发型设计、三庭五眼正
面人脸、古风仕女服装基本画法、

传统古风眉毛以及传统梅花、鱼、
喜鹊画法等。“画仕女图，要先画好
五官”“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画
不好，人物就不美……”丁春梅的
课程通俗易懂，但干货满满、内容
丰富。

许广浩是丁春梅的邻居，从七
八岁跟着她学画画，继而选择了美
术相关专业。许广浩称，老师丁春
梅没接触过艺术理论知识，但讲的
课程很好。“丁老师完全是自学成
才，这两年她一直在学习传统画知
识，甚至她讲的有些内容，我都没
有接触过。”许广浩说，丁春梅能开
创出火棍画，也是得益于她几十年
来的积累，没有几十年功夫，画不
出那些惟妙惟肖的古代仕女。“丁
老师画画和讲课都是自己摸索出
来的，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虽与
学院派不一样，但任何东西理论再
强，教不会别人也不行。大家喜欢
跟着她学，就是她的成功之处。”

目前，跟着丁春梅学绘画的已
有300多人，多半是五六十岁的退
休老年人，还有小学生、初中生、大
学生，有律师、老师等不同职业的
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古
代人物画。丁春梅感叹：“网上教
课，大家都‘老师、老师’地叫我。他
们都比我文化水平高，还有大学
生。而我是一名农村妇女，一辈子
都没有想过能当别人的老师。”

想让更多人知道玻璃画

2022年，丁氏玻璃画制作技艺
入选聊城市东昌府区第九批区级
非遗名录，丁春梅是第四代传承
人。把玻璃画传承下去，一直是她
的愿望。她把绘制玻璃画的过程录
成视频发到网上，让很多年轻人知
道了玻璃画。为帮助儿童了解玻璃
画文化，传承和弘扬非遗文化，当
地相关部门也举办了亲子非遗手
作等活动，丁春梅作为志愿者向孩
子们介绍了玻璃画的起源与发展，
详细讲解了玻璃画的绘画技巧。

丁春梅告诉记者，等天气暖和
了，她就再录制一门玻璃画课程。教
玻璃画比教铅笔画、火棍画要复杂
得多，还需要准备玻璃、颜料，学习
成本也高一点，但丁春梅在网上看
到很少有人画玻璃画，就想把自己
会的东西都录制下来。“玻璃画是彩
色的，而且画的都是喜鹊、梅花、牡
丹、鲤鱼等有美好寓意的东西，应该
能吸引更多人来看。我希望更多年
轻人认识和学习玻璃画。”

20世纪90年代之前，玻璃画曾
是时髦的工艺品，被做成画匾，或
镶嵌在家具橱柜上，起到装饰作
用。丁春梅传承的这种玻璃画“反
着画、正着欣赏”，很是考验技能。
随着家具制作更新潮化，老式家具
退出历史舞台，玻璃画失去了存在
的土壤。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老
手艺人还会画。丁春梅希望有更多
机会去开设玻璃画传统文化课堂、
玻璃画手工课堂等，让更多孩子认
识玻璃画。

最近，丁春梅陆续画完了村里
的四五条胡同，完成了红色人物、
戏剧人物等系列，想通过大家喜爱
的“火棍画”来美化自己的乡村。虽
然很多村民支持丁春梅，但想规模
化地画完整个村，也存在困难，要
有更好的美化效果，有些墙面需要
刷新才行。许广浩也说，现在有很
多乡村打造艺术特色村，如果火棍
画能扮靓王化村，也将会吸引游客
前来参观，大家身临其境感受火棍
画，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是农村人，家里
种了很多大蒜。我白天
下地干活，晚上才画会
儿画，做一下直播。”直
播间里，丁春梅一边跟
网友交流，一边轻巧下
笔，一会儿工夫，一位古
典美女就跃然纸上。

2019年，以烧火棍
儿为笔，以水泥墙、地面
为画布，创作古典人物
的丁春梅在网上走红。
几年过去，丁春梅在各
大平台积累了近400万
粉丝。除了拍短视频，年
近60岁的她开始在网上
直播教别人绘画。最近，
丁春梅还陆续画完了村
里的多条巷子。作为丁
氏传统玻璃画非遗传承
人，她希望通过网络、手
把手教学等方式，为老
手艺传承尽自己最大努
力。

丁丁春春梅梅用用烧烧火火棍棍儿儿

作作画画，，扮扮靓靓乡乡村村。。

丁春梅笔下的人物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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