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拇指葫芦上雕琢山水,瓠艺从种植开始
非遗传承人李子迷：很开心孩子对传统手艺感兴趣，“有人愿学我就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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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18时，
李子迷的一对儿女放
学回家， 来到位于邵
阳市双清区的工作
室， 缠着他教授雕刻
葫芦的手艺。 看到孩
子们对传统手艺如此

感兴趣， 李子迷开心地说：“我们宝庆瓠艺
的传承后继有人了。”

几近消失的技艺重新“活”了

李子迷是宝庆瓠艺非遗第五代传人，
他向记者介绍，“瓠艺” 是一种以葫芦为主
要创作载体，通过雕刻、彩绘、烙刻、镶嵌等
多种工艺手段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的技艺
形式。 完整的瓠艺技艺是从葫芦的种植开
始的，想要打造一件完美的瓠艺艺术品，要
历时近一年，甚至更久。

“瓠艺与其他的工艺不一样，每一个葫
芦从种植开始就要手艺人亲自把关。”李子
迷说，葫芦在生长过程中要经过勒打、范制
等工艺， 才能长成完美的葫芦状或是手艺
人想要得到的形状，“更别说后期一遍遍地
打磨、一次次地构图绘画、一点点地雕刻着
色，都需要十分的细致和耐心”。

李子迷家几代人都从事手工艺品制作
行业， 几代人上百年的积累没能逃过时代
发展的洪流。随着时代变迁，再加上南方气
候潮湿，葫芦制品不易于保存，葫芦工艺品
渐渐不再受欢迎。到李子迷的爷爷那一辈，

瓠艺手艺不再是谋生的手段， 原本兴旺发
达的技艺传承也渐渐消散。

“从小看到长辈们做瓠艺很感兴趣，虽
然手艺不赚钱， 还是暗自下定决心要让它
在我手上重新‘活’过来。”为了让人们重新
接受、 喜爱瓠艺作品， 李子迷做了很多尝
试，把更多现代元素融入了传统瓠艺中。

“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家族传承的技艺会传给外人吗？ 面对
询问，李子迷的回答是肯定的。

2023年宝庆瓠艺被列入邵阳市双清区
区级非遗， 同年邵阳市双清区文化馆为了
保护当地的非遗技艺， 成立“承扬非遗工
坊”工作室，召集当地各种非遗技艺传人加
入。李子迷应邀加入，积极参与各种关于非
遗技艺的科普和教学公益活动。

“我很开心我的孩子们对这项技艺都
很感兴趣，也愿意学，希望他们能成为宝庆
瓠艺的下一代传人。 我期待能有更多人接
触到宝庆瓠艺， 了解并喜欢上这门手艺。”
12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都是李子迷的“忠
实粉丝”，每次他在工作室创作时，孩子们
都对他手中的雕刻工具和作品爱不释手，
要亲自上手学。

“上到80岁的老人， 下到五六岁的娃
娃，我都教过。”看到如今这么多人愿意接
触、学习瓠艺，李子迷欣慰地说，“只要有人
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高煜棋

湘西州：
一快递公司电动车违规充电被罚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消防救援大
队在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专项检查中，对位于古阳
镇太阳城的古丈县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突击
检查。

检查中，发现公司仓库内的电动三轮车私自违规充
电，且未立即进行改正。此外，该公司私自连接电线为电
动车充电，并私自布设电动车充电装置，这一行为严重
违反了用电安全要求。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监督人员立即进行现场取证，
依据《湖南省城镇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十
一条第六项的相关规定， 对古丈县中通快递服务有限

公司进行了严肃处理。并根据《湖南省城镇居民住宅区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处以2000元的
罚款。

此次处罚旨在警示广大企业和个人，严格遵守消防
安全规定，确保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充电安全。同
时，消防部门也将继续加大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进行
严厉打击，确保居民住宅区的消防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通讯员 邓蔚豪 田小兰

郴州嘉禾：
“蓝朋友”走进特殊学校为“星星的孩子”撑起“防火伞”

为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抵御火灾事故能力，推动全
社会关心重视消防工作，11月28日，嘉禾县消防救援大

队的“蓝朋友”们走进嘉禾县特殊教育学校，为师生们送
去消防安全知识“大礼包”。

“蓝朋友” 们首先为学校师生开展冬季防火安全知
识理论授课，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在所处环境下防火灭火
基本常识和组织火场逃生的知识要点，并组织师生进行
了逃生演练，让孩子们真正地认识火灾、了解灭火、学会
逃生，这份“安全礼”使孩子们受益终生。

授课结束后，“蓝朋友” 们与孩子们在一起玩游戏，
共同制作手工作品，并为他们送上了灭火器、防毒面具
和烟感报警器等“礼物”。 孩子们也热情地拉着宣传人
员，愉快地玩着游戏，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共同度过了
一段温暖、快乐的时光。

此次活动，进一步让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零距离
接触消防，切实为弱势群体筑牢了消防安全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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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快节奏的当下，寻求一份内心的宁
静逐渐成为一种奢侈。湖南浏阳，今年64岁
的农民大爷卜传和却有着自己的坚持，每天
凌晨4时起来练完字，再去田地里干活。他用
笔墨勾勒出属于他的艺术世界，用坚持诠释
热爱的力量。

11月28日凌晨，阳光还未撕开夜的外
衣，卜传和已经站在书桌前，提笔蘸墨，一笔一画地开始了新
的一天。

名师教学，书法的种子扎根发芽

提笔、蘸墨、临摹……天色未亮，卜传和的房间内灯火通明，
早起练习书法，这是卜传和日复一日的坚持。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什么兴趣爱好，除了干活就是看父
亲写字。”谈起书法启蒙，他陷入了回忆，“祖父和父亲都是村里的
‘笔杆子’，写得一手好字，从小我就在他们身边跟着，一边看心里
一边在想怎么写，久而久之就喜欢上了书法。”

正是爱玩爱闹的年纪，卜传和却不似同龄人一般，常常端坐
在书案前，练习写字一坐就是一下午。正是这份热爱，10岁时，卜
传和得到当地书法名师潘颂华教导。

潘颂华住在附近，经常给卜传和送纸，教他练字，鼓励他一定
要坚持。幸得恩师引路，卜传和一直坚持走在书法这条道路上。

年轻时，为生活打拼而外出务工的他没有放弃练习，没有纸，
就在石头上练。生活在工棚里的他，凭着一腔热爱，书法作品多次
入选省书法展览。

以字为介，希望带动更多人传承

60岁的卜传和结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到家乡务农，有了
更多的时间投入书法的研究和创作中。

“一直在尝试着如何将乡土文化融入书法中， 希望能够有新
的突破。”卜传和苦恼于自己对互联网认知的匮乏，这也导致他
学习渠道狭窄，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来保持进步。

邻里街坊都知道卜传和的字写得好，十分敬重他，经常带着
孩子上门请教。无论男女老少，卜传和都会热心地号召他们一起
练字，“写字能够修身养性，也能打磨一个人的性子，这对大家都
有帮助。”

“写得不够好，但我真的热爱，会一直学习。”书法作品能够入
选省展，卜传和认为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对于卜传和
来说，64岁，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未来他也将坚持在书法领域继
续努力，带动身边更多的人传承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田甜 通讯员 严茗钰

每天凌晨4时练字
再去田地里干活
农民大爷卜传和：用坚持诠释热爱

大图：李子迷教儿女瓠艺作品制作。 小图：李子迷在进行瓠艺作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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