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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53岁的谢禹尧出生

于娄底娄星区石井乡。谢禹尧
的二哥是一位农村油漆工，在
为别人油漆家具时，他总要在
家具上画一些花鸟鱼虫。受二
哥的影响，谢禹尧从小就迷上
了画画。1983年，谢禹尧从部
队退伍后，决定走一条既能潜

心练习绘画又能安身立命的
路———开办一家工艺美术店。
在当时的农村，人们在亲友过
生日、乔迁新居时都喜欢送镜
屏以示祝贺。1984年，谢禹尧
的工艺美术店在娄底万宝镇
正式开张营业。

凭着过硬的工艺技术，谢
禹尧工艺美术店的生意很快
就红火起来了，一面面写着
“龙凤呈祥”“松鹤延年”字
样的精美书画镜屏一时成了
周边乡亲馈赠亲友的新宠。在
经营工艺美术店积攒了一定

的资金后，谢禹尧决定走出乡
镇，到娄底市区去谋取更大的

发展。说干就干，他把工艺美
术店转让给了他人后，到娄底
市开了一家装饰公司。

1990年，娄底市煤炭局
当时的领导看中了谢禹尧的
经营才能，通过招工的方式，
将其招入了该局，并委任其为

煤炭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随

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
业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谢禹
尧所在的劳动服务公司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渐渐败下阵
来，最终在1994年不得不宣

告破产倒闭。就这样，谢禹尧
在刚过完40岁生日后就成了
一名下岗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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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后，谢禹尧经了几次

商，又到广东打工，但一切都
不是很顺利。1995年底的一

天，赋闲在家的他到电器修理
店修理电视机，他发现那家修

理店的师傅将电烙铁放在木
垫板上烫出了圈圈点点的图
案，远看既像草原上的奔马，

又像湖面上的点点白帆，妙
不可言。他灵光一闪，这不就
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烙画
吗？因为酷爱美术，谢禹尧知
道在中国有烙画这样一个古
老的画种，它最初诞生于西
汉时期，人们用烧红的铁丝

在木板、竹块上面烫出各种
图案，因而又称“烫艺”。烙
画有不回潮、不变色、不皱不
霉等特点。从此，谢禹尧全心
全意钻研起烙画来。

谢禹尧买来电烙铁、三合
板，开始在三合板上反复试着

烙画。烙铁当笔，看起来容易，
实际操作起来却十分费神，因
为用力过大或过小，都达不到
理想的效果。为了烙均匀一根

线条，谢禹尧就烙坏了几十块

三合板。掌握烙画的手法后，
在一块三合板上，他能够很熟

练地烙上山影、水纹，可就是
难以烙成一幅完整的图画。面
对困难，他没有动摇，一而再、
再而三地反复练习、实验，整
天沉浸在烙画的艺术天地里。

谢禹尧下岗后，其五口之
家的经济状况很不理想，经常

是捉襟见肘。见谢禹尧迷上了
这“不务正业”的行当，他妻
子等亲友竭力反对。为家庭生
计忙得焦头烂额的妻子埋怨
他说：“你都一大把年纪了，
还不多想办法赚钱养家糊口，
天天在这破板子上烙呀烙的，

还能烙出个什么名堂来吗？”
面对亲友的反对和怨言，谢禹
尧没有辩解，他默默地忍受。
但他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他绝
不会因为外界因素的干扰而
放弃自己的追求。为了静心烙
画，他在自家的房顶上搭了一

个简易的棚子，把一块块可以
烙画的木板搬到棚子里去。无
论严寒还是酷暑，无论在夏日
里热得汗流浃背，还是冬天里
被冻得手脚麻木，他都一个人
泡在屋顶的棚子里，陶醉在他
的烙画世界里。为了节省学习

烙画的成本，他又买回一些杉
木板，在木板上烙了一次后又
用刨子刨平，这些木板可以多
次利用。

谢禹尧对烙画的痴迷，用
“走火入魔” 来形容毫不为
过。2000年夏季的一个晚上，

在三合板上连续烙了十余个
小时的谢禹尧，实在太困了，
忘了关掉电烙铁的电源开关
便一头倒在工作台上睡着了。
电烙铁在木板上放久了，慢慢
就烧了起来，烟火弥漫，把谢
禹尧从睡梦中熏醒。手忙脚乱

地扑灭火后，谢禹尧已“面目
全非”：头发、胡子都烧了不

少，满脸都是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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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性痴则其志凝，

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
良。经过在屋顶小木棚几年时
间的不断磨砺，谢禹尧的烙画
水平日益精进。2001年，他的
一位朋友买了一套宽敞的住
房，在房屋进行整体装修后，
那位朋友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决定到省城去买些书画名
家的作品挂到客厅里。谢禹尧
得知后，自告奋勇地说：“我
帮你烙一幅画吧！”那位朋友
从没听说谢禹尧会烙画，觉得
很好奇，便让他试一下。接下
这个单后，谢禹尧冥思苦想，

力求立意新构图巧。一个星期
后，一幅宽 1.2米、长 2.44米
的“山居图”在他的电烙铁下
诞生了。画面上小桥流水、亭
台楼榭、花草飞鸟浑然一体。
那位朋友看得目瞪口呆，当即
将其悬挂在一家酒店的大堂

里，让社会各界人士来评价这
幅烙画。大多数人交口称赞。
那位朋友在高兴之余，付了
800块钱的酬金给谢禹尧。

自那以后，谢禹尧“烙画
怪才”的名声慢慢传开了。在
地处娄底的涟源钢铁集团公

司，有几位外籍专家，他们通
过有关途径了解到谢禹尧的
烙画后，都非常感兴趣，纷纷
上门订购，然后带回国作为高
档礼品送人。外籍专家觉得谢
禹尧的木板烙画携带不很方
便，便建议谢禹尧在宣纸上进

行创作。在宣纸上烙画难度很
大，不小心就会把宣纸烧坏烧
通，谢禹尧不怕失败反复实
验，通过不断摸索，终于练就
了在宣纸上挥洒自如的手法。

2006年 3月，谢禹尧应
邀参加了国家商务部在北京

举办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礼
品工艺品书画交易会”，在会

展上，他得到了中国收藏家协
会会长闫振堂，中国书画研究
院副院长、世界教科文卫组织
专家成员孙福介等 26位知名
人士的热情接待和题词勉励。
他们这样评论谢禹尧的烙画：
“谢的烙画不仅好看，而且耐

看。好看是指画中的山山水水
充满着朝气和生机，充满着乡
野情趣，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
息，而烙画本身固有和特有的

颜色，又使画面显得苍老浑重，
洒脱飘逸，清丽高雅；耐看是指
其烙刻技术经得起仔细推敲和
玩味，在烙刻当中，他能做到既
豪迈奔放又精微细致，在整个
画面上纵横捭阖收放自如，特
别是他利用铁笔温度高低的变

化，将大自然复杂多变的空间
层次的虚与实、阴与暗表现得
淋漓尽致。”为了让谢禹尧的
烙画作品走向世界，国家商务
部主办的《中国商报》社向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6个国家的
商业网站免费推介他的烙画作

品。如今，谢禹尧经常收到来自
美国、德国、法国等数十个国家
的订单。

近日，谢禹尧的烙画艺术
更是申报了湖南省文化厅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保护名录。

在旁人看来，经过一番奋
斗的谢禹尧似乎已功成名就，
但他自己却保持着高度的清
醒，他说：“艺术追求是永远
无止境的，我现在还处于中
年，正是创作的黄金时代，我
将一如既往心无旁骛地钻研

烙画，把烙画这个古老的画种
发扬光大，让她在新的时期焕
发出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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