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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下期请看：在数学界看来，熊
老家应该是学术圣地。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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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保瑞两项专利引关注，央视《我爱发明》栏目组走进南阳——

看，现代科技与传统烙画的碰撞
□本报记者 王 平/文 王维纲/图

快速烙画器和冰火烙画
是南阳理工学院副教授孙
保瑞的两项发明专利，最

近，这两项丰富和补充南阳
传统烙画的专利引起央视
关注。

11月 14日至 11月 18
日，央视10套《我爱发明》栏
目组走进南阳理工学院，针

对孙保瑞的这两项发明专
利，进行了为期5天的采访
拍摄。

《我爱发明》，是中央电
视台推出的一档全新的科
普节目，它贴近生活、贴近
百姓，通过展示发明人的新
发明、新创意，将科学知识
趣味化、形象化，让观众热
爱发明，享受创新的乐趣。
11月14日，央视10套《我爱
发明》栏目组走进南阳理工

学院，针对孙保瑞的两项发
明专利——快速烙画器和冰
火烙画，进行了为期5天的
采访拍摄。

《我爱发明》每一期的
节目时长约 50分钟，在南
阳理工学院采访的5天里，
为了这 50分钟的节目，央
视拍摄了 6个多小时的资

料。其中就有一场比赛，由
20名学生和快速烙画器比
赛制作烙画，时间为一个小
时。计时开始后，双方便开
始了激烈的比拼。学生一
方用烙笔在进行细致的勾
画，而机器一方已经烙制出
了一幅又一幅的作品，速度
上占有很大的优势。机器

烙制出30幅作品后便开始
了下一步——冰火烙画，接
下来便是上色，使之更加丰
满。当机器这边上色上了
24幅时，学生这边才刚刚结
束。同样时间内，机器所制
作的数量比人工更多，充分
体现了机器在速度上的优
势……

《我爱发明》，走进南阳理工学院

提起孙保瑞，许多南阳人
并不陌生，他是南阳理工学院
副教授，著名的油画家。作为
一位艺术家，他有着学者的独
立与超脱，热衷研究南阳本土
文化。他认为，烙画享誉海内
外，是“南阳三宝”之一，南阳
的传统烙画经过100多年的
发展，目前已发展到全国各
地，但烙画的根依然在南阳。
这些年，孙保瑞一直在思考，
希望有什么办法降低烙画成
本。经过多次探索与尝试，他
与他的研究团队发明了快速

烙画器。
这种快速烙画器看上

去就像一个工作台，工作台
上设置上下两个绝对水平
的模具钢板和丝杆，上面钢
板底面有卡槽，用于卡嵌木
板或纸；下面的钢板则为根
据市场需求雕刻出的不同
图案模具，模具下放置加热
器。丝杆上设置升降臂，摇
动升降臂，将上面卡嵌木板
或纸的钢板，向下往烧红的
雕有图案的模具上挤压，便
可“挤压”出一幅烙画。

为了使南阳烙画跟上当
今美术潮流，孙保瑞与他的
研究团队一起，投入大量精
力，从不同角度去探索和思
考，研究烙画创作新技法。
经过数百次试验，他们用喷
火枪代替传统火笔，用冰块
遮挡画面，把冰与火作为烙
画主要创作元素进行创作。
画板上，冰块在喷火枪的轰
鸣下产生强烈分解，冰火温
度瞬息变化，和其他材料一
起撕裂着画板，留下了丰富
的灼烧符号。这些符号变化

无穷，为南阳烙画增添了新
魅力。

在此次央视的采访中，
孙保瑞将快速烙画器和冰火
烙画两个专利结合起来，用
快速烙画器制作烙画，用冰
火烙画工艺进行后期制作。
几千摄氏度的火焰随意变化
于股掌之中的创作场面让人
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冰火
交融之后，画面上清楚的层
次、丰富的肌理散发出原始
的混沌之美，具有强烈的现
代绘画效果，让人赏心悦目。

现代科技，碰撞传统工艺技术

一般来说，小幅烙画一
个人一天最多烙出两三幅，
如果用快速烙画器，一天能
烙一千幅，极大地提高了生
产效率。

孙保瑞说，快速烙画器
是一种工业化、标准化生

产模式，是对传统烙画的
继承、丰富和发展。它的
特点是可对某一幅画进行
无限的复制，价格低廉，适
合广大普通的消费者；但
它也有局限性，目前只能
做一些小幅的圆形、扇形

摆件，大型的个性化的作
品还是要用传统的工艺人
工烙制完成。

央视《我爱发明》栏目
组编导宋前进也这么认
为。他说，新型的快速烙画
器和冰火烙画，都是南阳烙

画家族的的成员，是对南阳
烙画的丰富和补充，两者并
不相悖。传统工艺打造精
品，快速烙画则因其价格低
廉便于推广，让广大老百姓
都知道南阳烙画，都能买得
起用得起。⑦3

快速烙画，丰富南阳传统烙画

央视《我爱发明》摄制组关注南阳传统烙画 学生在操作快速烙画器制作烙画

如果认为萨这样说是夸张，那么，熊老
有“熊门十大弟子”，看看这些弟子都是何许
人也，就可判断。哪十大弟子？据称这只是
个表示其多的虚数，类似“七擒孟获”，实际
抓了多少次是没准的。熊老的得意弟子并
不仅有十位，大致除了前面提到的严、华以
外，还有钱三强、钱伟长、赵九章、陈省身、彭
恒武、赵忠尧、杨乐、张广厚等。

这些名字我大多知道一点，当时的感觉
就是好像看戏台上，十员大将陆续而出，分
立左右，一边是华罗庚、赵九章、陈省身、杨
乐、张广厚，一边是严济慈、钱三强、钱伟长、
彭恒武、赵忠尧，然后一声报号，熊老着大元
帅服上场，亮相……

威风啊！值得一提的是，熊庆来的弟子
虽然众多，但这些弟子和他都不是简单的师
生关系，教学之外，都受到过他极大的帮
助。比如华罗庚本是店员出身，没有熊老的
支持，他根本不可能到大学读书；严济慈，是
熊老送去法国留学，并且个人负担他的学习
费用。

熊庆来并不是富有的人，他资助严济慈
纯粹是爱才。有一段“一件皮袍子”的佳话
就是讲需要给严济慈汇款的时候，熊实在没
有钱了，便脱下身上的皮袍子送去典当，将
得款汇给严济慈读书。工资到手后，熊将皮
袍子赎了回来。不久另一个学生刘光也遇
到经济困难，熊又让其妻（也就是熊老夫人）
送这件皮袍子去典当。

严济慈果然不负众望，在法国用优异的
成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为中国现代物理
研究奠基者之一。法国承认中国的大学文
凭，就是从严济慈开始。

既有师如熊庆来，乃有徒似严济慈。
论起辈分来，萨爹是熊老徒孙一级的，

谈熊老他如何能不如对大宾呢？
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毕竟内容太丰富

了，但对熊老，从心里存了一份敬仰。萨爹
还连说了两句：“太好了，太好了。”联系刚才
他如释重负的表情，萨觉得这里面有些文
章，细问下去，才发现自己无意间逃过了一
场劫难。原来，刚才萨爹神不守舍，并非琢
磨什么定理，而是准备和小萨来一场谈话，
内容就是发现小萨最近学习不够用功，老是
和同学一起乱跑，这样下去要影响成绩的，
此后自然是重申加强家规一二三……这人
学数学出身的，一旦认真起来你哭都不知道
该冲哪边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