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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笔绘丹青 烙印乡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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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画古称“火针刺绣”，又名“火笔画”“烫画”等，是用一种特制的铁笔，在扇骨、梳篦、木制家具以及纸
绢等上面烙制成的工艺画，画面自然产生肌理变化，具有浮雕效果，色彩呈深褐、浅褐乃至黑色。据史料记载，
烙画源于西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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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河南南阳一名叫赵星的民
间艺人重新发现并整理，后逐渐形成以河南、河北等地为代表的几大派系。

11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郾城区孟庙镇西营村，采访了从事37年烙画创作的民间艺人李文杰。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实 习 生 刘莹莹

——访民间烙画艺人李文杰

征集新闻线索

记者来到李文杰家，刚进客厅，
就被一幅《蜡梅报春图》所吸引。烙
画不同于传统的水墨丹青画，主色调
是褐色的。这幅烙画中腊梅树层次分
明，主干上的树瘤都很逼真；梅花傲
然绽放，让人感受到一种坚韧不拔的
精神。李文杰表示，他最喜欢的就是
这幅于 2006 年创作的蜡梅图，蜡梅
象征着不随波逐流的高尚情操。

李文杰今年 62 岁，是郾城区孟
庙镇西营村的一名普通村民。随后，
李文杰向记者介绍起他画烙画 37 年
的人生经历。1980 年，他到东北做
木匠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有
人在木板上作烙画，感到很新鲜，被
这种作画方式所吸引，开始自己摸索
着在木板上作烙画。“那时候白天做
木匠活，晚上空余时间就照着烙画的
样板进行模仿，有时会画一个通宵也
不觉得累，一方面是因为年轻，精力
旺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常喜爱这
种绘画形式，支持着自己不断摸索和
创新。”李文杰告诉记者。

就这样，李文杰在东北度过了6
年的时光。东北的木材较多，他一直
是在木板上作画。“刚开始比较困
难，因为没有绘画的功底，而且在作
画的时候掌握不好火候和力度，容易
出现一块黑一块黄的现象，影响画面
的美观，就成了废品。”李文杰说，
他经过多次摸索，用火笔绘画的技艺
不断提高，作品也越来越真实自然。

从东北回到老家后，李文杰就开
始考虑能不能在纸上用火笔作画。

“在纸上作烙画必须用宣纸，普通的
纸质比较薄，火笔的温度一高，就容
易烧一个黑洞，而宣纸比较厚，耐高
温性也比普通纸要好，但作画的难度
却更大了。”李文杰告诉记者，经过
两三年的摸索，最终他实现了在宣纸
上作烙画的愿望，并摸索出了一些
技巧：当火笔烧热作画时，不能直接
将火笔放到宣纸上，而是似挨不挨时
就要开始作画，并且中间不能停顿，
不然纸上就容易留下一个黑洞。

从事烙画创作37年

在和记者聊天的间隙，李文杰将他
作画工具拿了出来，有火笔、宣纸、铅
笔、橡皮、螺丝刀等，向记者边讲解烙
铁绘画的工序边开始现场作画。

首先是在宣纸上画出轮廓。先根据
图画的大小，将宣纸裁出合适的比例，
放在平整光滑的瓷砖上，然后开始绘
画。李文杰说：“绘画的图像要先在大脑
中形成轮廓，然后用铅笔将图案绘在宣
纸光滑的一面，画完之后还要对图案进
行修改，使图案更有层次，贴近自然。”
几分钟后，李文杰在宣纸上勾勒出一朵
朵梅花。

紧接着，李文杰把火笔通电并加
热。“加热后的火笔温度很高，可以很快
将一根烟点着，这时候温度最合适。”李
文杰用四个手指指背不停地触碰火笔，
感受它的温度。过了一会儿，他将火笔

慢慢拿起来，开始沿着先前画成的图案
作画。“用火笔绘画时速度既不能过快也
不能过慢，力度既不能过重也不能过
轻，要张弛有度，画出来的画要‘稀能
跑马，密不透风’，画面效果更真实自
然。”李文杰告诉记者。

最后就是修整和装裱。整幅画完成
之后，李文杰要对作品进行仔细修整，
将颜色深度不够的地方加深，以更有层
次感和立体感。整幅画画完之后，李文
杰还会在图画的右上角用毛笔写上对应
的文字、日期和姓名，并盖上印章。记
者看到，在一幅 《报春图》 上，隶书苍
遒有力。李文杰说，他上初中时就开始
学写书法了，主要学的隶书。

随后要对作品进行镜框装裱或挂轴
装裱，这样整副烙画更加美观，易于保
存。

在宣纸上作烙画

李文杰用烙铁绘画 37 年，从来没有
卖过一幅画。他向记者表示，“我学这
门手艺是因为喜欢，而不是为了谋生，
即使有人上门来买，我也没有卖过，觉
得有人真心喜欢，就把画送给他们。”

在李文杰家客厅的墙上，记者发现
了一张著名歌唱家蔡国庆接过烙画的照
片。李文杰向记者回忆，“那是 2004 年
3 月 21 日，有一个以前来求过画的人，

在和蔡国庆见面时，将我的画送给了蔡
国庆。后来这个人告诉我，蔡国庆非常
喜欢这幅梅花图。”

除了将画送给亲戚朋友，李文杰
还于 2005 年参加了在郾城区黄河广场
举办的市民间艺术大赛，在现场他画
了一幅山水画并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让更多的父老乡亲认识了烙画这
一绘画工艺。

蔡国庆喜爱他的烙画作品

在 李 文 杰 现 场 作 画 的 过 程
中，记者发现他不喜欢弯腰，一
问才知道，他在作烙画时，常常
一个姿势停留时间很长，因而患
上了颈椎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
放弃作画。现在李文杰的年纪大
了，但他还是会在空闲的时间里
用火笔作画。

“ 画 烙 画 一 定 要 耐 得 住 寂
寞，能静下心来。以前俺村和邻
村有村民对这种作画方式比较感
兴趣，就来向我学习，但是最后
都不学了，他们觉得烙画太费时
间，而且收入微薄，所以都出去
打工了。”李文杰告诉记者，一
度曾有五六个学徒在他这里学习
烙画，但 2010 年前后就没有人再
跟他学习烙画了。

“一副简单的 《蜡梅图》 做
下来也要两三天时间，还是在技
艺熟练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一
个初学者得下多大工夫！而且，
要想画烙画，得先学会画画，心
中要有事物的轮廓并能够将其画
在宣纸上。”李文杰说。

虽然用火笔作画这一工艺比
较烦琐，但李文杰还是希望能有
人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
的人了解火笔画，并为世人带去
更多的好作品。

希望烙画技艺能够传承

李文杰的烙画《踏雪寻梅》。

李文杰的烙画《报春》。

李文杰正在用火笔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