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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兴胜 秦祖泉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千年的古镇，滔滔不绝的乌江
水，赋予这方人以灵气。田恒浩正
是有了水的灵气，加上自身的智慧
和勤奋，开创出了他的一片新天地。

如果不是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亲眼目睹，着实不敢相信用
家禽羽毛还能贴出如此神奇的图
画。一幅幅羽毛画，或飞禽走兽、或
山水人物，或水中精灵，一个个栩栩
如生，呼之欲出。田恒浩拿出他一
张张画，兴致勃勃地说起他的羽毛
画之旅。

A一朝结缘 一生相守

惜气存精更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
——《寿世保元》”

健康快乐周刊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日趋火爆的发展态势，
消费者的眼光也变得更加挑剔。当年轻的一
代逐步成为汽车消费的主力时，单纯依靠动
力，和标准配置已经很难吸引他们的目光，他
们追求的是更多的时尚与个性，需要的是紧跟
时代设计感的Dream car！而对于一款汽车
来说，天窗绝对是最能体现科技感与潮流时尚
感的地方。如果说，流线型是运动车型的代表
特征，那么天窗样式应该就是最为恰当的个性
代名词了。它既能凸显车辆档次，又能为驾乘
者提供更出色的采光性，年轻的消费者更是以
全景天窗为时尚潮流的标志。而东风标致
308S正在这一点上给你绝无仅有的“嗨爆的”
绝赞视野，刷新你的“视”界！

【5倍视野，东风标致给你全新“视”界观】
回顾历史，早在1926年的巴黎车展，标致

就向世人展出了一款车身“敞亮透光”的汽车，
惊艳全场的同时，开启了汽车天窗的先河。此
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标致一直是这一领域无可

争辩的专家。传承标致的精湛工艺，东风标致
308S独特个性的天窗设计，再一次引爆市场，
吸引众人目光。

一般而言，全景天窗分为前后两块单独玻
璃，尺寸不大视野也相对比较局限，而308S的
全景天幕玻璃顶尺寸却达到了1.444㎡，面积
超越同级竞品 5 倍，几乎覆盖整个车顶，整体
的设计采用无分段式结构，中间没有横梁且与
前风挡形成一体，不让任何接缝影响视觉观感
的冲击，不仅大大改善了采光率，还为驾乘者
减少了心理束缚感，有种身在车中，心在天外
的感觉。更值得一提的是，308S 的全景天幕
玻璃顶配合电动遮阳帘使用，还可有效隔绝
95%的自然光和 99.98%的紫外线照射，爱美
的姑娘们大可放心，你想要的美景它全都能给
你，你不想要的紫外线伤害，308S的全景天幕
玻璃顶也能给你最贴心的防护。

【超强安全系数 让你舒享新“视”界】
可能你还会担心，超大的全景天幕玻璃顶

会不会使得车身整体强度下
降，安全系数降低？打消你
的顾虑吧，向来以严谨著称
的东风标致品牌，无论是在
天窗的技术还是安全的标准
上，都是不容置疑的，308S自
然也不例外。308S的全景天
幕玻璃顶经过 4 米铁球撞击
和 10 米钢珠撞击的测试，安
全度甚至超过了普通型车的
钢架车顶，真正做到了安全
系数与绝赞视野的完美结
合，让你带着家人去释放假
日激情之时，更添一份安心，
没有后顾之忧。

市场状态下，满足消费
者个性和品质需求成为各大车企的发展方向。
而308S凭借独特的产品魅力和新潮的驾驭体
验，与年轻消费人群一拍即合，在紧凑运动型车

的细分市场中脱颖而出。相信，独特个性的
308S绝对能吸引更多“品质控”的关注，以前所
未有的全新“视”界观满足不甘平庸的你。

颠覆传统 东风标致308S带你领略全新“视”界观

家禽羽毛贴出神奇图画
走进省级“非遗”、和县羽毛画传承人田恒浩

“说起与羽毛画的结缘，还
有一段来历。”说着说着，田恒浩
陷入对往事深深的回忆中。

那是 1965 年，时任上海军
事教导队教员的田恒浩参加上
海 警 备 区 华 东 地 区 军 事 大 比
武。期间，他闲逛上海繁华地南
京路商场，无意间，看到一彩色
羽毛画模型标本，他左看右看，
流连忘返。

“这太好了！”他由衷地赞叹
这手工品画，逼真传神，同时注
意到这是由芜湖一家羽毛画厂
出品的。看完后，他就想尝试自
己做一幅羽毛画。当时手头拮
据，部队月津贴 6 元钱，除了日
用品、剃头、洗澡等，所剩无几，
哪有钱购置材料，于是他就用节
省下的钱买点材料。无家禽羽
毛，他就向附近人家要，变立体
模型羽毛画为平面羽毛画，为达
到目的，他拼命下工夫。

他试贴了 2 幅，一幅为徐悲
鸿的《奔马》，一幅为《公鸡》，将
贴好的羽毛画带到《新民晚报》
社，编辑看了称道他的画有创意，
次日就发表他的2幅羽毛画。作
品的发表，使他信心倍增，他感到
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媒体所肯定，
也为部队领导战友们所肯定，这
更坚定他将羽毛画进行到底的
信心。至此，他一发而不可收。

1969年，退伍回乡的田恒浩来
到乌江建设大队，当过生产队队长，
任过民兵营长等。当时，条件艰苦，
白天，他和社员们在田间劳动；晚上，
点着罩子煤油灯，躲在蚊帐里翻看资
料研究羽毛画。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县文化
馆一位领导来到这里开展革命宣
传，得知田恒浩不仅对琵琶、笛子、
胡琴这些乐器无所不能，还会编剧，
便到他的住处。看到他贴的羽毛画
后大喜：“我来就找像你这样的人。”

1971年，该领导带着田恒浩的
《鸡》和《奔马》羽毛画参加省博物
馆展览，县文化馆的同志和乌江文

化站长廖应征随同前往。这次展
出，引起不小的轰动，《安徽文化
报》、《安徽广播电视报》、《安徽日
报》、《中国农民报》等新闻媒体纷
纷撰文发表文章，报道田恒浩和他
的羽毛画。这一下，他的名声比以
前更响亮了，全国各地的信件像雪
片一样飞来，要拜他为师学羽毛
画，远到东北哈尔滨、长春等地的，
近在身边的。他正式收了3个徒弟
教他们学羽毛画。

1973年以后，他就白天在乌江
区上班，晚上回家搞创作，他的画
常作为礼品馈赠外国友人，受到热
烈欢迎。

学画意在神似，形神兼备，以
形传神，田恒浩的羽毛画以神取
胜，他的选题涉略飞禽走兽、花鸟
山水、人物仕女。光鸡一种，就有
公鸡、母鸡、雏鸡等，品种达 10 多
种，现在又专注于《红楼梦》，他开
始研究里面的人物，她们个个性格
迥异，千姿百态，正准备用羽毛画
表现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他画
最多的是徐悲鸿的奔马，为何钟情
奔马？“马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
神。”田恒浩激动地说。

在贴画的同时，他也思索着如何
创新羽毛画，他变过去复写纸印写为

聚酯薄膜印写，这样画就干净整洁。
谈到如何收取禽毛，田恒浩笑

了，“鸡毛难取，给钱人不要；要鸡
毛，人不给。我后来与老伴一合
计，想出拿画换取的办法来。这
下，挺管用，宰鸡杀鸭摊主，一见老
伴，就大老远地招手喊黄妈妈快来
拿鸡（鸭）毛。”原料有了，还要消
毒，一开始，像医院一样用药水消
毒，后来改进，用高科技消毒，然后
将其分门别类分成 100 多个种类，
这些都是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
的，现在，他的羽毛画沉箱几十年
也完好无损，无霉变虫咬。

田恒浩没有其他嗜好，一心只爱羽毛画。
“烟酒茶不沾，我只爱玩这个，对钱看得很淡。
搞艺术要耐得起寂寞，不张扬，沉得住气。”

田恒浩贴画，一张大尺幅的贴画需个把月，
小点的也要 2 小时。羽毛画不像其他门类艺
术，一次刻个一二十幅，这全凭对艺术的执着，
没有坐功，成不了事。“我有时为了贴画，一坐就
是一整天。”

田恒浩收了 3 个徒弟，2 个已满师，如今他
们一个做塑料袋生意，一个做漆匠装潢生意。“他
俩学画一开始就心念着赚钱，抱着这种目的，怎
能贴出好的羽毛画，即使贴出来，也不会好，缺的
是神韵！”

田恒浩的女儿 1973 年就跟他学画，孙女、
外孙女也爱这门艺术，前几年就开始学羽毛画，
如今，他贴一张画用2小时，而他的两孙女用2.5
小时，特别是外孙女，今年 18 岁，学美术素描
的，有悟性，“我总想把我的手艺传下去，可眼下
人不是为艺术而学，而是为钱在学。”田恒浩说
起羽毛画传承时，若有所思……

羽毛画《奔马图》

羽毛画《闻鸡起舞》

羽毛画《迎客松》
田恒浩老人向记者展示羽毛画

B生活磨炼 不离不弃

C求索创新 以神取胜

D淡泊名利 传承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