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烙画”手法却能产生色彩效果

“无论是哪一行，包括这个画画
或者烙画这一行，你要想把它做好，
这里头都要付出代价。从 2001年到
现在，我天天早上就是 5点半起床，
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 5个小时到 6
个小时，这十几年来都是这样，一年

四季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坐
头班车过来，坐末班车回去。”任更
顺说，他一年中就一个假日：大年
初一。

“不是仅仅会画画就行了，与之相
关的，比如说文学、哲学、历史，这些东

西你都得懂，包括诗词歌赋都得读，诗
画有时候是相连的，所以晚上呢，我就
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看看有关画论，
有关文学诗词歌赋之类的书籍。”用火
笔艺术讲述人文故事，是任更顺内心
的坚持。

一年只休息一天

烙画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
术，它初为烙花，后为烙画，兴
于汉，盛于清，其间几经兴衰更
迭，据《辞海》介绍，全国以河南
南阳有较大群体，后发展到各
个地区，上世纪80年代曾盛行
一时，烙画传承人任更顺接触
烙画之后，认为此时烙画作品
极具民间艺术形态，拘泥于传
统而不能创新，大多以稚拙的
线描、白描为主要手段来表现
处理画面，使画面单一、苍白、
无层次、缺乏文化内涵。另有
烙画随意敷彩，名曰“彩色烙
画”。其面目媚俗肤浅，“烙”与
“画”意义模糊，有失烙画之意
义。郑州惠济区古城村的烙画
传承人任更顺擅长用电烙铁作
画，精心创作16载，形成纯烙
画艺术风格。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张惠 文/图

用火笔艺术讲述人文故事
非遗系列之走近惠济烙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展惠济区优秀
特色文化，促进文化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建设和谐惠济具有重要作用。说起惠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又
分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民俗、民间信仰等9类
50多项，比如黄河澄泥砚、砖雕、烙画等。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惠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惠济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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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的研究与创作使烙画艺术有了质的飞跃

任更顺出生于烙画世家，5岁时即
得到父辈们的指点，入学后在美术老
师的指点下，使烙画艺术又得到进一
步发展。2000年，进入专业研究与创
作阶段，开始用美术知识、绘画理论
及音乐的韵律、文学的深度来丰富烙
画，逐渐使烙画艺术有了一个质的飞
跃，不施色彩又胜似五彩，意境深远的
山水、虚无缥缈的云雾、栩栩如生的人

物……一幅幅古朴典雅、层次分明的
画作，令人叫绝。

2004年，他在郑州市群众艺术馆
举办了“任更顺烙画艺术展”；2005年，
在自己的家乡古城村建立了“任更顺
烙画艺术馆”；2008年，在惠济区政府
的支持下，建立了“古城烙画艺术
村”，并制订了“古城烙画艺术村”的
远景规划及初步实施方案。为壮大

烙画艺术队伍，强化烙画艺术村建设，
目前已培训全国各地学员100余人，义
务培训村民 70余人，师家河小学全体
师生400人，培训不仅壮大了烙画艺术
队伍，对优化民风也起到了很大作
用。如今任更顺和他所建立的
古城烙画艺术村，已受到
社会各界及政府的高
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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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
办事处古城烙画艺术村一处农家院
落，记者见到了烙画传承人任更顺。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他的工作
室。这里有他和他的学生已经制作好
的得意之作和尚在创作的半成品：栩
栩如生的人物，活灵活现的鸟兽，意境
深远的山水，虚无缥缈的云雾……难
以想象，这些层次分明、古朴庄重的画
作，都是用一支烙笔完成的，而且像宣
纸、丝绢这样的材料竟然也能在灼热
的烙笔下生成美丽画卷。看着这些画
作让人着迷。

任更顺向记者介绍说，烙画古
称“火针刺绣”，近名“火笔画”“烫

画”等，是古代中国一种稀有画种，
有 2000多年的历史。烙画以前仅限
于在木质材料上烙绘，如木板、树
皮、葫芦等。画面上自然会产生不
平的肌理变化，具有一定的浮雕效
果，色彩呈深、浅褐色乃至黑色。烙
画是用一种特制的铁笔，在扇骨、梳
篦、木制家具以及纸绢等上面烙制
成的工艺画。到现代，大胆采用宣
纸、丝绢等材质，从而丰富了烙画这
一门艺术形式。

任更顺用“纯烙画”手法，却能产
生色彩的效果，既不施色彩又胜似五
彩，使烙画艺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形成一个新的画种，尤其对云、雾、雪

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艺术
之林又绽新花，烙画艺术已具里程碑
意义。自 2001年起，他的烙画艺术已
走进市场，走进藏家。2009年，任更
顺的烙画艺术被评为“首届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任老师被
确定为郑州惠济烙画艺术的唯一传
承人。自他从事烙画艺术以来，心里
一直怀着一种夙愿：文化兴村、艺术
兴村。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实干、
苦干。10多年来，他始终认为，机遇
不是等待是创造，前景不是期盼是实
力，帮助不是寻找是赢得，一个人的
价值不是你获得多少，而是你贡献多
少、创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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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画传承人任更顺在专心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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