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三个葫芦、两个手串，把这个大点的葫芦

烙上生肖兔。”市民李女士仔细挑选了一番，她要给

刚刚周岁的孙子买个生肖烙画葫芦。

薛金安拿起李女士挑好的葫芦，稍作思考后，

手执电烙笔在葫芦上游走起来。他先用细电烙笔

勾勒出线条，再用粗一点的电烙笔进行晕染着色，

让图案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大约 15分钟后，原本

光溜溜的葫芦一下子变得栩栩如生起来，一个生肖

烙画葫芦诞生了，除了烙有生肖兔，旁边还烙上了

花草树木、名字等，非常惹人喜爱。

“真好看，老师傅的手艺不错，别看 80多岁了，

耳不聋眼不花，还能做这么细致的活儿。”李女士钦

佩地说，挑选这么多才 48元，“不仅质优价廉，寓意

还好，葫芦即‘福禄’嘛”。

刚刚做好一个烙画葫芦，市民张先生已挑好葫

芦等待了。“我上次经过这里，由于时间紧，没有等

到，这次一定要多等一会儿，让老师傅做两个。”张

先生告诉记者，葫芦烙画是民间艺术，有收藏价值，

关键是寓意非常好，这次打算让老师傅烙一个“钟

馗”，再烙一个“四季平安”。

一直到下午 1时左右，薛金安终于按照顾客要

求制作好了烙画葫芦，此时，才有时间和记者交谈

起来。

“烙画时一定要全神贯注，稍不留神电烙笔走

错位置，整个葫芦烙画就作废了。”薛金安说，下笔

时要做到心平气和，保持准确度，用力要恰到好处，

笔法一定要娴熟，只有这样才能做出一件好的葫芦

烙画作品。

心平气和，才能烙出好作品

铁作笔火为墨，22年匠心钻研—

葫芦烙画，方寸间绘乾坤
本报记者 李辉 文/图

众所周知，南阳烙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你知道
吗，在葫芦上烙画也是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又称烫画葫芦、火笔画
葫芦。民间艺人以铁作笔，以火为墨，创作的作品在我市不少街
头路边都有售卖。

11月 12日，记者在市城区张衡大道温凉河桥附近，发
现一位已82岁高龄依然从事葫芦烙画的老大爷薛金安，
当时已是上午11时，不时有路过的市民让他现场烙画。

“现在手工制作葫芦烙画的艺人不多了，

很多人都使用机器烙画。”薛金安说，他二儿子

早些年一直跟着学习葫芦烙画，现在也使用上

了新技术，如今开起了烙画葫芦实体店，专门

对外批发售卖，也通过网络销售。

薛金安说，葫芦本色有古画基调，葫芦烙

画将葫芦的材质与传统的烫画技法结合起来，

以烙铁代笔，在葫芦光滑坚硬的表皮上创作出

层次丰富、国画渲染效果的各种作品，表现力

丰富，一直受到众人的喜欢。

“现在很多艺人都用激光机器在葫芦上

烙画，制作时间明显快了很多。”薛金安说，尽

管机器大大缩短了葫芦烙画的创作周期，但

他会一直坚持手工创作，因为手工烙画葫芦

作品饱含着手艺人的温度，也必将受到市民

的欢迎。①2

手工技艺，让作品更有温度

薛金安老家在社旗县，现在与老伴租住在

市城区。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上中学的时候由

于擅长画画，学校里的黑板报都由他承包，深

受师生欢迎。2002 年，他和老伴一起来到南

阳，慢慢开始接触葫芦烙画。

“当时，亲戚办了一个烙画学习班，咱南阳

是烙画之乡，我就随着亲戚近距离了解了南阳

烙画。”薛金安说，一位烙画师傅告诉他葫芦造

型优美，无须人工雕琢就给人以喜气祥和的感

觉，如果再在葫芦上进行烙画，制作出来就是

一件工艺品，特别受欢迎。

薛金安受到启发，立即开始尝试在葫芦

上烙画。他本来就有绘画基础，通过观察体

悟，触类旁通，很快就在葫芦上烙出了各种

各样的图案。“烙画的图案多以花鸟鱼虫、山

川河流、人物肖像为主，这些图案适合在葫

芦上画，而太现代的图案与葫芦不太协调。”

薛金安说。

选择葫芦也很讲究，采用两年左右皮质较

好的葫芦进行烙画最好。刚开始，薛金安还在

老家种了一亩葫芦，结出的葫芦全部用于烙

画，后来，他亲自跑到山东聊城去挑选葫芦，现

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是让孩子从网上帮忙订

购葫芦。

在葫芦上烙画坚持了 22年，如今已经 82
岁高龄的薛金安依然不愿意在家闲着，经常和

老伴一起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大大小小各种

各样的葫芦、烙画工具，守候在大街小巷。

“我还经常被相关部门邀请参加展演活

动，穿上一身唐装，现场为大家表演制作烙画

葫芦，吸引了不少群众观看。”薛金安说，葫芦

与艺术、民俗、神话传说关系密切，葫芦文化久

远，现在还能有幸向市民展现老手艺、宣传传

统文化非常有意义。

应邀参展，弘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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