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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 物

在潮济这条曾经可以倚栏听涛的古
街上，阳光蜷在整齐排列的青瓦和阁楼的
窗上，还有一部分，调皮地跃入一个名叫

“艺苑烙画”的店铺里。店铺内一位头发些
许花白的老手艺人，戴着一副眼镜，正手
握铁笔在作画，他手下的木板被滚烫的铁
笔烙得冒出青烟。没有声音，只有浅淡的
带着木香的焦味，弥漫开来。屋内满墙的
画作，从山水到花鸟，从仕女到牧童，神态
各异，栩栩如生。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烙
的，细看时方能分辨材质，木板、毛竹甚至
丝绸都是主人的画板。

店铺的主人名叫严绍明，是我区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每天都在这
间精心打理的小工作室里，一边调整铁笔
的温度，一边在椴木板上搞创作。

据严绍明介绍，火烙画是特殊的民间
工艺，它是一种用特制的铁笔在扇骨、梳
篦、木板、竹木制品家具等上面烙制成的
工艺画，多为中国传统山水、人物、历史典
故等内容，亦叫“烫画”“火笔画”“烙花”。

严绍明与火烙画的缘分，自打小学便
结下了。“真正接触到美术是在初中时。”
严绍明回忆，那时他参加了美术培训班，
跟着当时灵石中学的美术老师於光庭学
习。“除了学习基础的绘画理论和技巧，於
老师还向我介绍了火烙画。”从此，火烙画
在严绍明的心里扎下了根。

1979年，25岁的严绍明带着公社开
的介绍信，来到宁波天童寺参与寺庙整修
工作。在这段时间，严绍明跟着老师傅们
一次次进行木雕、泥塑的实操，他的功底
越发扎实，这使他开始对木材的质地有了
详细的了解和把握，也为他日后做火烙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严绍明凭借着在宁波的庙宇整修工
作中学到的技巧和积累
的经验，回家后又
做 了 十 几
年的佛
像

泥塑。之后，他对人物的表情、神态、动作
的表达越发精进。

然而，严绍明也一直没有放弃他的狂
热爱好——火烙画。2000年，他决定以全
新的姿态与火烙画相遇，打算将火烙画工
艺传承下去。“我就想做出一个能被大家
认可的、真真正正的好作品，留在这个世
界上。”他坚定地说。

等到真正去做了之后，严绍明才发
现，制作火烙画的困难远不止是技巧和手
法那么简单。“刚开始尝试时，我从市面
上、网上买来的无数铁笔都达不到作画的
要求，笔的大小不适合作画、温度又不能
够调节，后来只能请师傅按我的要求特制
可以调节温度、大小、形状都合适的铁
笔。”有了称心的工具，严绍明在木板上一
次次地练习，通过自己的手法控制下笔的
轻重，同时结合自己对木质的了解，通过
判断木板的软硬等条件不断调整铁笔的
温度，做出颜色深浅得当的画。

严绍明告诉记者，一幅火烙画，快则
一两个小时，慢则需要好几天的时间精雕
细琢才能完成。说着他拿出一块约一平方
米大的夹板，上面画着“山大王”老虎，这
是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许多细节部分有待
完善。“其实在制作一幅作品时，首先得打
样，也就是在夹板上作画，接着是烫画，而
我现在进行的工作则是第三步整理，整理
主要是为了调整作品的光线明暗。之后，
如果有需要，可将作品打上亮光，这样不
容易变黑，但是有弊端，容易变黄，就像门
口的那幅迎客松。”铁笔需要时间预热，严
绍明向我们说明之前的工序。等到温度适
宜，他便开始用铁笔将虎背的纹理进行调
整，时而深、时而浅。他说，成功的烫印需
要正确的时间、适合的温度及压力，这三

者和材料都会影响到烫印
的效果，当然也与制

作 者 的 经 验
密 不 可

分。

创作过这么多人物山水，严绍明表
示，他最爱的还是画虾。“别看画面里就这
么几只，它们之间如何组合，如何让每一
只虾都呈现不同的状态，这是非常难的。”
为了画得更加生动，他可没少去逛菜场。

“不做别的，就带个玻璃罐子，买活虾带回
家，方便观察。”虾有几对须、几个关节，再
到虾从第三个关节开始弓背、吃东西时两
对长须一对向前一对向后这样的小细节，
他都清清楚楚。现在，严绍明可以不用打
草稿便能直接在画板上用铁笔作画。“可
以随时下笔。”他自信地说。

说罢，严绍明利落地下笔，没有一点
犹豫，寥寥几笔，几只神态各异的虾跃然
于上。画罢，用沾湿的布抹去铅笔草稿，再
涂一层被吹风机吹烫的蜂蜡，待装裱好，
一幅烙画便完成了。然而，领记者感到意
外的是，严绍明的这门火烙画记忆全靠他
自学的。

在做火烙画的这近二十年的光景里，
严绍明仍在不断地学习，以求做出更好的
作品。几年前，他听说在东北，火烙画不是
单纯的一副装饰画，而是被融入家具之
中，他就去了解相关的信息并找到可以结
合到自己创作中的新想法、新思路。同时，
他还借助书本、刊物和网络，学习传统绘
画作品的精髓，通过反复的练习和自己的
经验再转化到火烙画创作中。

经过反复雕琢，严绍明的火烙画得到
了大家的认可。“经过一个朋友的推荐，目
前我的火烙画有一万多幅销往英国。”他
说，还有人向他定制了 3.5米高、4.6米长
的火烙画屏风；也有相关机构邀请他参加
了在丽水召开的交流会。

作为黄岩唯一一家火烙画店铺，一到
周末或是节假日期间，总是有很多人来光
顾，从他的店里带走一两幅画作回家。“外
国顾客占了多数，他们对写意的山水、梅
花最是钟情。”

随着火烙画名气大增，严绍明的不少
火烙画作品被送到交流会进行展示，他还
受邀到澄江中学给学生们开设火烙画等
相关课程。此外，他还不定期参加各种火
烙画宣传活动。如今，严绍明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火烙画这门
独特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他说：“我喜欢
火烙画，热爱的不仅是这项工艺文化，钻
研的也不仅是作画的技巧，更多的是我可
以在烙刻的过程中悟出很多人生的道理。
与烙刻相互陪伴，我也想尽自己所能地去
推广传承火烙画，让更多人的知道、了解，
并且喜欢上它！”

“ 铁 笔 生 花 ”
——访我区火烙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严绍明

■本报记者 孙韵茜 通讯员 陈 娴

用水粉作画，用油彩作画，用流

沙作画，或者泼墨作画，这些咱们都

可以理解。当记者第一次听到用火作

画的时候，着实惊了一下。可是用火

作画，即火笔画（也称烙画），如何用

火，如何烙，用什么样子的笔，烙在什

么材质上呢？近日，记者抱着强烈的

好奇心，来到潮济古街拜访了一位民

间手艺人，我区的火烙画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严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