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民淄角镇大湾亚村烙画创作者胡祥宝———

胸胸怀怀炽炽热热铁铁作作笔笔 烙烙得得生生活活美美如如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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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挥毫泼墨作画的场景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但手持一支电烙铁，
在木制或丝绢的画板上嗞嗞作画的恐怕鲜见。56岁的胡祥宝就是这样一位
奇特的作画者，数年的钻研磨练使他具备了较高的烙画技艺。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王娟 通讯员 张娜

27日上午，记者来到惠民淄
角镇大湾亚村，见到了正在为迎
接国庆节的到来而准备烙画的胡
祥宝。独特的作画工艺，奇妙的勾
勒效果，重浅相宜的色显，令人叹
为观止，咂咂称奇。“2013年是新
中国成立六十四周年，我带着自
己的一份中国梦创作了《五大伟
人》，来祝贺祖国的生日。”胡祥宝
告诉记者。

在他的工作室里，记者见到
桌子上摆着五六支大大小小的电
络铁，木质画板、专用宣纸、参考
书籍以及还未装裱的作品占满了
整个房间。看着这种仅以炭色表
现的作画形式，我们最想知道的
是它的渊源和制作原理。

一谈起烙画，本不善言辞的
胡师傅却眉飞色舞起来。烙画，也
称烙花、烫花、火笔画、“火针刺
绣”等，此作画技艺源于西汉，盛
于东汉，后由于连年灾荒战乱，曾
一度失传，直到清光绪三年，才被
一名叫赵星的民间艺人重新发现
整理，后经辗转，逐渐形成以河
南、河北等地为代表地的几大烙
画派系。烙画主要作画工具就是
烙铁，古时人们则用烧红的铁针
或铁棒，利用火燎碳化的原理，通
过控温技巧，不施任何颜料，以烙
为主，套彩为辅的表现手法，在竹

木、宣纸、丝绢等材料上勾勒烘烫
作画，让自然天成的烘燃炭色重
浅相宜地留置于画板之上，形成
独特的作画工艺，直至流传于今。

说起学习烙画的经历，胡祥
宝说自己并没有啥大的成就，起
步也比较晚，完全是出于对这种
传统画技的好奇和喜爱。“2002年
我出差去聊城，在大街上第一次
看到了民间艺人在葫芦上烙画，
烙出的人物、花鸟、树木栩栩如
生，极富神韵，更让我惊奇的是那
些画居然是用烙铁在葫芦上烫出
来的。我像个小学生一样蹲在那
里和作画艺人攀谈起来，人家看
我喜欢地着迷，便简单给我介绍
了一些制作技巧，我目不转睛地
看着艺人做了好几幅烙画。从此，
烙画那实而不硬、厚实淳朴的质
感美让我如醉如痴。回家后，我买
来电烙铁，搜集了一大摞练习的
木板，开始学习烙画。”胡祥宝说。

万事开头难，胡祥宝学习烙
画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烙画艺
人大都用各种型号的专用电烙笔
进行烙画，先进的电烙笔可以随
意调温、配有多种特制笔头，但专
用电烙笔价格较贵，胡祥宝就用
维修电器的普通电烙铁烙画。起
初由于难以掌握好烙烫的热度和
技法，不是把木板烫透，就是色着

太浅，废弃了许多木板，就连手也
被烫伤了很多次。胡祥宝跑遍书
店买来相关书籍，认真查阅和钻
研，后来，他又听说互联网上有烙
画教学视频，便让儿子帮助在网
上打开教学视频，一步一步边学
边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数
次的失败后，2002年10月份，胡祥
宝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作
品———《欢庆》。作品虽然与烙画

家的作品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但坚定了胡祥宝的创作信心。

为了使自己的烙画作品具有
特色，胡祥宝推陈出新，开始侧重
在葫芦上烙画，这样既节约了木
材而且成本低廉，烙制的作品画
感细腻，造型生动。奥运期间，胡
祥宝以“迎奥运，树新风”为主题
创作的系列葫芦烙画就受到了广
大市民普遍好评。

如今，胡祥宝的业余生活过
得充实而又惬意。“我已经托人在
聊城买来了最适宜烙画的美国大
葫芦优质良种，打算在自家田地
里种植半亩葫芦，专门用来烙画。
每当在小小的画室里环顾自己的
烙画作品时、每当自己的作品被
别人视为珍品收藏时，我的内心
满是幸福感。”胡祥宝告诉记者。

胡祥宝为迎国庆创作的《五大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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