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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鼻鼻烟烟壶壶内内
绘绘出出一一百百零零八八将将

12月初，第四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正式对外公
布，淄博花灯会、鲁
派内画、博山琉璃
烧制技艺在列。在
土生土长的淄博人
看来，这些似乎已
经成为了再熟悉不
过的事，而事实上
它们却又离我们的
生活那么遥远。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珍
贵之处在于技艺，
在历史长河里，它
们经过了怎样的故
事，如今它们又是
怎样的面孔。本报

启动《非遗故事》，为读者讲
述这批非遗的前世今生。

文/片本报记者 刘光斌 王鸿哲

为了让作品更精美，在鼻烟壶内绘制内画时需借助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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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鼻烟壶上绘制内画是个细致活。

张广庆在教弟子绘制内画。

内画赋予鼻烟壶艺术生命

明末，鼻烟自欧洲传入中国，据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明代万历皇
帝的贡品中就有鼻烟。鼻烟壶的材质
几乎包含金银铜宝石及陶瓷，鼻烟壶
上也日益装饰起色彩缤纷、内容包罗
万象的字画，一时之间，一只小小的鼻
烟壶成了身份、品位的象征。

鼻烟壶内画则源于水晶鼻烟壶的
出现。内画鼻烟壶也赋予了鼻烟壶艺
术价值，让它渐渐不再单纯停留在装
盛鼻烟的实用阶段，成为一种全新的
工艺品。清光绪年间，淄博本地商人王
滋将这门技艺从北京带回博山，由当
时的博山画师毕荣九、薛向都等人细
加钻研，结合本地特色，最终形成以历
史典故、英雄传说等为主要题材自成
一派。

鼻烟壶内画从清代发展至今，已
经逐渐形成了京、鲁、冀、粤四大流派，
鲁派在技术革新上的地位毋庸置疑，
画师遵守传统特色也成为该流派的一
个特点。一些能够体现鲁派风格的代
表作，如《水浒一百零八将》、《洛阳兴
建》、《百虎图》、《春秋故事》、《三国故
事》等在建国后出现。

“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让更多人知道鲁派内画，虽然从现在
的形势来看，鲁派内画不会有后继无
人的情况，但要推陈出新，创作出精
品，就需要更多有思想、有专业功底的
学生。”鲁派内画技艺传承人，现任中
国工艺美术学会鼻烟壶专业委员会会
长张广庆说。

一笔笔绘就老人浓浓乡愁

张广庆的内画人生，按照他自己的

分析，大概有三个阶段。年轻时，富有挑
战热情，绘制了很多大场面、多人物的作
品。其中如《水浒一百零八将》便是此时
的得意之作。进入90年代，他的阅历日渐
深沉，开始了描绘意境的阶段，此时他最
喜爱的题材是李白的《下江陵》。2000年以
后，张广庆的作品越来越写意，也越来越
具有历史的沧桑感。这段时间，他开始创
作自己的童年记忆。

张广庆1947年出生在山东济宁，由
于战乱，1950年，父母带着张广庆和哥
哥逃至博山。这一事件被他绘制在了
鼻烟壶内，取名《逃反图》，描绘的是父
亲挑着担子，前面筐里是哥哥，后面的
是他自己。因为生活贫困，在博山最初
的岁月里，张广庆的父亲一直以卖帽
子、肚兜为生，而父亲的叫卖声，也被
他记录在了内画中。类似的作品还有

《童年的回忆》、《迁移图》等，每幅画里
都有一个老内画艺术家的浓浓乡愁。

一支竹签笔，一只水晶鼻烟壶，一盏压低的台灯把光反射进鼻烟壶的内部，竹签笔下很快便出现惟妙惟肖
的人物。在山东，鼻烟壶内画自成一派，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绘出山东人的粗犷与热情。自清代光绪年间，鲁派初
成，到现在鲁派内画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技艺的传承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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