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把高温烙铁，在竹筒、木板

甚至棉布、丝绸上游走，烫出不同

层次与色调，或凝色浑实，或虚实

相应，画作传神写意。

近 日 ，《2023 中 国 诗 词 大

会》第三场节目在央视综合频道

播出，其中一位“画中有诗”的出

题者来自兰溪，是烫画金华市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海明。节目

中，他手持两百瓦的电烙铁，在圆

圆的竹筒上烫出杨柳、春燕、楼阁

⋯⋯最终，一幅“几处早莺争暖

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烫画，让

烫画再次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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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烙铁为笔
3小时烫出传神画作

对于胡海明来说，在央视展示作品已不是第一次。

早在 2022 年，央视新闻发布微视频《当非遗遇见诗词》，

一夜获得15万浏览量，视频中首位亮相的非遗传承人就

是胡海明。当时，他用非遗烫画的形式，将诗句刻画得惟

妙惟肖，通过短短几个镜头，展现了烫画非遗的艺术魅力

和烫画大师的精湛技艺。

这一次，胡海明在中国诗词大会中成了一位出题人，

他手持电烙铁，在竹筒上游走刻画，电烙铁的高温通过

快、慢、轻、重的烫烙，在竹筒上留下或浓或淡、或粗或细

的痕迹。

胡海明介绍，传统烫画是根据炭化原理，使用不同烙

铁，通过合理控制温度，以炭化程度表现物象色调，主要

为浅褐色、深褐色和黑色。这些色调在竹、木板上线条分

明，呈现精美，既能保持中国画传统绘画的民族风格，又

可达到西洋画严谨的写实效果。

此次在央视展示的作品，胡海明前期创作耗费近 3

小时。“取的是新鲜毛竹，要把外面一层竹釉刮掉，然后用

电烙铁，一点一点烫出画面。”两句诗，对应一幅画，制作

有一定难度，尤其在圆形竹筒上制作，跟在平面上作画完

全不同，“画面要重新布局勾勒，360度转动，画作的首尾

能够匹配相连。”

从木板到丝绸
十年上千次摸索和尝试

3 小时创作一幅烫画，在胡海明的诸多作品中，属于

入门级别。“在竹筒上烫画，算是比较简单和粗浅的。有

的作品，像两三米长的山水画，在丝绸上烫制，一创作就

是两三个月。”

烫画古称“火针刺绣”“火笔画”等，是中国古代一种

极其珍贵的稀有画种。据史料记载，烫画源于西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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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河南南阳的一名民间艺人重新发现整理，后经辗

转，逐渐形成几大派系。清代王廷鼎《杖扇新录》记载，祖

先匠师曾用烧红的铁丝在筷子上烫画。

胡海明与烫画的渊源，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7 岁时，胡海明到东阳学习木雕。1982 年到上海

出差，看到有人在筷子上烫画，觉得很新奇，查阅了众

多资料后，他决定改做烫画。他利用学木雕的功底，琢

磨着在木板上用电烙铁烫各种图画，很快就获得成功，

产品不仅在市场上畅销，而且经常应邀参加国内外各

种展览。

“那时候到北京、广东展览，木板烫画运输非常不

方便，不能搭乘飞机、火车，只能到义乌坐大巴。”胡海

明回忆，参加一次作品展，要带上四五箱画作，光画作

的运费就不菲，“那时候去北京，车票大概是 500 多元

一张，三幅画装成一箱，一次就要带三四箱，运费要

2000 多元。”

为了让作品容易携带，胡海明试着用电烙铁在宣纸、

丝绸上作画，他经历了十多年的摸索、不止千次的失败。

“以前手艺人多是在靠椅背、木板上烫画，或者烫制

在筷子、尺子、木梳等小件日用品上，工具相对比较粗

简。我想在宣纸、棉布、丝绸上做尝试，都不容易。”首先，

丝绸是不平整的，试过几次后，他想到了先把丝绸装裱铺

平，解决平整度问题。

再试想一下，当上百度高温的电烙铁碰上细腻柔软、

薄如蝉翼的丝绸，稍有不慎就会烧穿，“有时候烫了十几

天，到最后快收尾了，丝绸被烧破，作品就报废了，前功尽

弃。”一次次的失败，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劝他放弃，“他们

觉得烫画不是正统主流艺术，是没有出路的。”

真正研究出丝绸烫画，胡海明前前后后差不多用

了十年，才琢磨出一套在丝绸上烫画的技巧。虽然如

今制作丝绸烫画得心应手，但一幅作品，也要耗时 20

多天。

从艺51年
将多种技法在烫画上融合

与传统烫画作品相比，胡海明更擅长多种艺术形式

的结合，既有油画的立体质感，又有中国画笔墨韵味。

胡海明烫画的内容，注重展示家乡的风土人情，诸葛

八卦村、地下长河、兰花女等都曾在他的烙笔下呈现。

而他烫出的老虎、大熊猫、牛羊，毛发纤毫毕现，栩栩

如生，作品陆续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各种奖项，被法国、

日本、新加坡等囯的爱好者收藏。

这些年，胡海明尝试走进高校，2021 年被聘为金华

市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授，让非遗技艺被更多年轻人所

了解。而他带出的徒弟，也有20多位。

“有时一干就是 8 个小时以上，两公斤的电烙铁，举

一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不然肩膀很酸。”68岁的胡海明

已经从艺 51 年，他坦言，自己目前仍是边做边学，“会和

精是两码事，要懂得下苦工。”

比如一些衔接的细微之处，用到了很多巧妙的手法，

让画作看上去更为自然。“像熊猫，有些颜色比较深的地

方，直接用烙铁烫会烧穿，所以想到了特殊的手法；有些

山水的衔接，是看到小孩子吹的泡泡在地上破灭，从中得

到启发，找到了更好的处理方式。”

精益求精的作品，胡海明一年也只能创作十多幅，大

多被客户收藏。他也希望，兰溪的非遗烫画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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