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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乡村振兴已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

点，并在时代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愈发显著的影响力。石

莲村是邵阳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稻草资源众多，但

人们没有合理利用这一资源而是选择了焚烧处理，这致

使当地的大气严重污染。笔者根据实地考察，研究和总

结了宝庆烙画的发展现状，在分析烙画语言特征与石莲

村面临的稻草资源问题的基础上，发现闲置的秸秆可以

制作精致美观的稻草工艺品，开发稻草烙画有助于丰富

和提高烙画的社会功能与艺术价值。

一、烙画概述
（一）何谓烙画

烙画亦称烙花、烫画、火笔画，起源于西汉，东汉

年间开始兴盛，是中国传统艺术珍品之一，也是中国稀

有画种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同的地区有着不

同的生态环境、民俗信仰及生活方式，因而形成了种类

繁多、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的烙画艺术。烙画利用碳化

的基本原理，通过温度控制技术，在不添加任何颜料的

情况下，以烙为主要手段，以套彩为辅，在竹木、宣纸、

丝绢等材料上进行勾画和熨烫，形成了一种古色古香、

精美典雅的民间艺术，使烙画极具艺术性、文化性、鉴

赏性和收藏性 [1]。宝庆烙画是邵阳市的一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一门扎根于民间的艺术，凝聚了当地劳动人民

的智慧。在宝庆烙画中，人们将中国画与民俗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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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展现了湖湘地区特有的民风民俗。宝庆烙画追求国

画的意境，但其材质较为坚硬，要想表现出国画虚实相

生、浓淡相间、深浅结合的变化效果，有很大的制作难度。

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宝庆烙画经由一代代传

承人的口传心授，获得了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成为具有

活性与温度的文化符号，目前其主要传承人是唐文林、

王艳萍。

（二）烙画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烙画艺术逐渐由工艺美术领域向绘画

艺术领域发展，烙画题材也逐渐由简单浅显向富有文化内

涵转变，这使得烙画这一传统技艺迅速成为一种民间的、

带有强烈民族特色的绘画门类。烙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

张力和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2]。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研究

成果较为丰硕，研究者们主要对传统非遗的来源、表现

形式、艺术语言特征等进行分析与总结，并以此为依据，

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方向，以满足更多民众的文

化需求。另外，在表现形式上，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力求打破单一的表现方式，探索利用不同载体、不同

材料进行多样化表达。但是，我国的烙画艺术在发展过

程中存在题材雷同化、载体单一等问题，如以迎合市场

为主，什么题材受欢迎就烙制什么，题材雷同，缺乏个

性特色，载体通常以木板、葫芦为主，很少进行创新，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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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烙画的艺术特征
宝庆烙画具有题材丰富、色彩雅致、技法别具一格、

材料独特的艺术特征，以下将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题材丰富

宝庆烙画是一种题材广泛的民间艺术，它扎根于民

间，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采用的是中国画和民

俗风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表现内容大多是邵阳本土的

民俗民风 [3]。宝庆烙画是宝庆人民在长期的实践和积累

中创作而成的，它以当地古老的建筑物与街巷、民俗活

动等风俗民情为创作题材，集国画与民间绘画的创作技

巧于一体，同时融合了湘西南地区的民风民俗、地域文

化等，这使得宝庆烙画既有人文气息，又有乡土气息。

宝庆烙画的题材丰富，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取材于自然界的普通物象，如花鸟鱼虫、草木竹藤、山

川云霞、日月星辰等。民间烙画创作者们对自然界中客

观存在的事物进行观察 [4]，并将自己的艺术观念与艺术

技巧相结合，使这些自然题材具有地域性和民俗性，从

而创作出技艺精美、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富有特色的

烙画作品。二是取材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农事劳作、渔猎采摘、风俗礼节等，这种主

题的烙画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生活性。三是取

材于历史人物、动物和传说，如神话传说人物、历史人物、

历史故事、神灵猛兽等 [5]，这类题材的烙画展现了湘西

南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人

的心理愿望，同时体现出了质朴含蓄的美学意蕴。

（二）色彩雅致

宝庆烙画色彩高雅，创作者通过烙烫创造出浓淡相

间、虚实结合的画面效果 [6]。从宝庆烙画的色彩选择来看，

它所独有的自然颜色是优雅的，色质不会表现得过于浓

烈，还带有一种亲和性，能够让人获得一种和谐、谦让、

随和的视觉感受，这为烙画表现出虚实、深浅、省略、

概括等空间形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也是烙画创作者

们追求超凡脱俗、清高淡泊的一种外在表现 [7]。

（三）技法别具一格

创作者在创作宝庆烙画时经常采用雕刻手法，烙画

表面通常带有凹凸不平的变化肌理，可以充分表现出物

体的立体感、层次感；宝庆烙画以烙铁代替毛笔，创作

者采用勾、皴、点、渲等表现手法，尽显中国画的艺术效果，

结合诗、书、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风格 [8]。从技艺特色来看，宝庆烙画的创作者借

鉴了中国画、油画、版画等画种的绘画技法，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与风格。从表现手法来看，宝庆烙画可以概括

为写实型和写意型两大类。写实型烙画趋向于现代精细

素描的艺术效果，以人物肖像为特色。写意型烙画指的

是烙画艺术形象不求客观写实，重点在于对审美意象、

艺术意境的表达，以花鸟、山水及民俗风情为主要表现

内容 [9]。当前，宝庆烙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烙烫这一单

一的技法，烙画创作者结合了其他艺术的技法来拓展烙画

的创作技艺。比如，烙画创作者将烙画技法与雕刻手法相

结合，形成了烙刻技艺，创作了许多别具一格的烙画作品。

（四）材料独特

烙画的材料种类较多，根据湖南烙画材料的不同，

我们可以将烙画分为木板烙画、宣纸烙画、丝绢烙画、

手工抄纸烙画及竹簧烙画等 [10]。宝庆烙画的纹理是通过

不同材料的特殊性体现出来的，不同材料的烙画给人的

感觉也明显不同，如木板烙画大气，竹簧烙画细腻、精致、

豪爽活泼，宣纸烙画文气等。

三、宝庆烙画稻草秸秆材料的探索
石莲村稻草资源丰富，但人们没有合理利用这一资

源而是选择了焚烧处理，这致使当地大气严重污染。对

稻草秸秆进行合理利用，既是对当地环境的保护，又可

以促进宝庆烙画材质的创新，从而带动当地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11]。稻草秸秆的综合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农村废弃物的处理难题，减少农村环境污染，同时

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推动当地稻草烙画产

业的发展，以及农村的经济建设 [12]。

（一）稻草秸秆材料实验（见表 1、表 2）

表 1 稻草秸秆材料的拼贴实验

试验步骤 工具材料 步骤图示
步骤 1：将稻草进行杆
叶分离稻草秸秆冷水浸
泡 30 分钟

水桶 稻草长度
40-50cm 冷水浸泡

步骤 2：划开稻草秸秆
去掉内部纤维

 剪刀 小刀

步骤 3：熨烫
熨斗 处理过后
的稻草秸秆

步骤 4：拼贴 胶水   硫酸纸

我们在上述实验过程中发现：除去内部纤维的稻草

秸秆更薄，颜色更加有光泽，呈现效果更好。

表 2 稻草秸秆材料的染色实验

试验步骤 过程 步骤图示

漂白
水温与比例调配（双氧水 100ml  
烧碱 4g 水 2L，浸泡 30 分钟 漂白与
未经漂白的稻草秸秆分开进行染色）

染色 煮染：按比例调配 加入色素2.4g

截取稻草
秸秆

保留中间部分去掉两头的梗，划
开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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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验表明：煮染后的稻草秸秆颜色不均匀，未

经漂白的稻草秸秆因本身存在固有色，所以不易上色，

染色效果存在差异。

本实验选取的石莲村当地的稻草材料，实验过程包

括选材、浸泡、漂白、上色、截取稻草秸秆等环节。为

了方便干燥储藏，在收集到稻草之后，要除去所有的杂物，

并将其放在阳光下曝晒，之后根据粗细程度、长短和色

彩将稻草进行分类，对稻草进行精细处理，截取适当的

秸秆。秸秆的色泽大多是杂乱的，为了使烙画纸张材料

变得更好看、更整齐和更耐用，还需要进行漂染等工序，

使稻草秸秆的表面颜色保持一致。保持原色的稻草秸秆

是不需要上色的，将上色的稻草秸秆浸入染剂中，过一

段时间后，再用清水将其清洗干净并晾干，这样，经过

染色处理后的稻草秸秆的颜色就会变得更加均匀，可以

用来制作烙画。

制作稻草秸片时，稻草秸秆要经过泡、煮、漂、刮、熨、

剪、绘等多道工序，这一系列环节需要剪刀、刮刀、乳胶、

卡纸等工具。首先，在选材时需要选用圆挺的原色稻草

秸秆，掐头去尾保留中间部分，并将挑选的稻草秸秆进

行浸泡后从中间剖开，压成片状或反向卷成圆盘保存，

之后刮去秸秆内部的瓤，仅留下外表皮作为基材备用，

刮好的稻草秸秆如丝带一般轻盈。其次，将处理后的稻

草秸秆均匀地贴在底稿上，制成稻草秸片。按照前期的

绘画草图进行剪裁、组合、拼贴、制作，剪切时要注意

边缘是否平滑、流畅，拼贴过程中用胶量要适中，要求

不能留有缝隙。再次，用熨斗将稻草秸片熨平，通过电

烙铁熨烫技术，在材料上熨烫出深浅不同的层次和颜色，

形成丰富的视觉变化。另外，早期的烙画不需要任何染

色，只完全利用稻草秸秆原本的光泽度与质感，每根稻

草秸秆在颜色上都会呈现出细微的不同。最后，将画作

的各个部分粘贴在不同材质的板材上并装裱就完成了整

个画作。烙画的制作工序复杂、制作周期长、要求精度高，

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

随着现代制作工艺的革新，烙画的题材范围不断扩

大，从传统的花鸟和人物拓展到动物、植物、历史故事等，

用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13]。当前，随着烙画影

响力的不断扩大，人们对烙画作品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就需要烙画创作者不断探索和创新，在提升自身的艺

术品位与艺术素养的同时，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烙画作品，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稻草秸秆材料的烙画实践

烙画制作大致分五个步骤：一是备材，如准备电烙

铁、熨斗、稻草秸秆、小刀、剪刀、胶水、铅笔、纸张等；

二是挑选稻草秸秆，掐头去尾保留中间部分；三是刮去

秸秆内部的瓤，只留下表层；四是绘制设计草图，五是

剪贴、熨烫、粘贴。本次实践的目的是对稻草秸秆材料

在板材上的黏合效果进行分析并制作稻草秸片烙画。

1. 实践过程（见表 3）

表 3 稻草秸秆材料烙画实践

工具材料 稻草烙画部分过程图示

电烙铁  小刀
剪刀  胶水  熨
斗 铅笔  橡皮

起形  
电烙铁加热

烙出形体

不同宽窄粗
细的电烙头
调整黑白灰
关系

染色烙及
剪裁剩余
拼贴的稻
草秸秆

烙画实践中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绘制烙画的

过程中需注意调节电烙铁的温度，如果温度过高，会导

致画面颜色过重，黑糊一团，如果温度过低，会让画面

效果浅淡；其次，注意线条的流畅性，使用电烙铁时不

要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过久会导致此处出现中断、

黑洞等问题。

2. 实践成果展示

经过实验探索，宝庆烙画创作者们用电烙笔绘制了

以下几幅作品。《童年趣事》根据孩提时代嬉戏玩耍时

的场景而作，整幅画面以横幅构图为主，分为三个场景，

分别是“斗鸡”游戏、玩弹珠游戏和玩石子游戏，整幅

画作在一个折页上进行装裱，以册子的形式展现，象征

着时间一去不复返，表达了创作者对童年的怀念之情（见

图 1）；《碗中稻》将碗和水稻、青山、祥云、红日等

作为画面素材，展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农民丰收的喜

悦，表达了创作者对辛苦劳作的农民的敬畏之情（见图

2）；《清洁工》以城市街道常见的清洁工为创作题材，

体现了“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守”，表达了创作者对

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之情（见图 3）；《林间小道》以儿

童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场景为主题进行创作（见图 4）；

《童年》以儿童时代嬉戏玩耍打闹的场景为主题进行创作，

展现了儿童时代的纯真淳朴（见图5）；《疯狂购物》《直

播带货》是在圆形木板上结合稻草秸秆创作的，画面映

射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见图 6、图 7）；《草地上

的孩子们》也是以童年为主题在圆形稻草秸秆上进行创

作的，展现了孩子们在草地上看书学习的场景（见图8）；

《情侣头像》是在稻草秸秆上绘制的古代男书生和才女

的形象，富有创意和文化内涵（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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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童年趣事 

     
图 2 碗中稻      图 3 清洁工

    
图 4 林间小道

     
图 5 童年

    
             图 6 疯狂购物                图 7  直播带货

         

    

图 8 草地上的孩子们

图 9 情侣头像

结 语

综上所述，稻草是一种天然环保材料，将稻草材料

应用到宝庆烙画中，可减少木材的消耗，缓解日益紧张

的木材供需矛盾，还可以拓展烙画的发展空间，满足人

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从而带动宝庆烙画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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