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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的倒糖饼儿，转变为后来的糖画，内
容也从传统的十二生肖、花鸟鱼虫发展到小朋友喜
欢的喜洋洋、灰太狼、机器猫等。”入选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之后，如何用糖画来表现风景、人物，让糖
画技艺在中原文化的传承方面发挥其优势是刘胜
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郑州的老八景和新四景、郑
州的十大历史名人等是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方向。”

除了糖画，承载了许多人儿时的美好回忆
的，还有绞绞糖，有地方叫“拉丝糖”。黄色糖浆
在两根竹签之间牵来扯去，双手一分，糖就止不
住的下坠，再用手快速的一绞，糖浆便又缠上竹
签，绞来绞去，次数多了，那黄色的外表下渐渐显
露出线线白线，一张一弛，一股浓浓的苕香味便
慢慢散开来，吃绞绞糖的乐趣便在于此。刘胜利
还记得当时的自己，每天都是闻着绞绞糖那特有
的香味小跑着出校门的。

长期和糖打交道的刘胜利，在对糖的特性的研
究中，发现用特殊的工艺做出的绞绞糖，色泽晶莹剔
透，口感更好。于是，他的培训又多了一项内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糖画
艺人已经不满足于与在街头或者闹市区展现糖画
艺术，他们或者到旅游景区、或者到饭店经营他们
的糖画生意。”受此启发，思想活跃的刘胜利决定把
糖画艺术推向现代婚礼现场。“糖代表着甜蜜，也预
示着婚后生活的甜蜜与美满，如果能把糖画艺术融
入婚礼当中去，我相信亲朋好友肯定能眼睛一亮，
这样的婚礼一定能让他们终身难忘。”

不久前，刘胜利接到了来自英国的电话，邀请
他参加民间艺术活动。原本，刘胜利只是想让和他
一样有着甜蜜儿时记忆的70后、80后们，每当想起
的时候，都能有机会再见到糖画表演、再吃上一口
这特殊的味道。没想到，网络的发达，让他和他的
糖画艺术已经走出国门。他还记得那次在巩义展
演时，两个俄罗斯孩子吃着糖画的欢快神情。“成立
糖画培训中心，公司化运作糖画培训；与旅游景区
结合，让每个景区都有糖画销售点。让更多的外国
游客看到糖画这种特殊有趣的民俗文化。”刘胜利
正努力酝酿着更多的甜蜜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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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画，顾名思义，就是以糖做成的画，它亦糖亦画，可观可食。民间俗称“倒糖人儿”“倒糖饼
儿”或“糖灯影儿”。据说，糖画起源于明代的“糖丞相”——明俗每新祀神，“熔就糖”，印铸成各
种动物及人物作为祀品，所铸人物“袍笏轩昂”，俨然文臣武将，故时戏称为“糖丞相”。 到了清
代，糖画更加流行，制作技艺日趋精妙，题材也更加广泛，多为龙、凤、鱼、猴等普通大众喜闻乐见
的吉祥图案。

郑州青年刘胜利的糖画，既继承了四川糖画和天津糖画的特点，又摒弃了四川糖画的“小
气”和天津糖画的“单一”。他把糖画归到艺术的范畴，用美术绘画的方式重新丰富和发展糖画
艺术，创作出从品质上高于以往糖画的独特艺术。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糖画艺
术也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型的文化、旅游和经贸活动中。糖画，这种小小的民间传统艺术，正向世
人展现其不凡的魅力。 记者 苏瑜 文/图

坐落在郑州城西北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古荥，南边
有一条索须河蜿蜒而过。刘胜利的家就在索须河流经的
师家河村。这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堂屋里，两位中年
男子正在专心致志的做糖画。只需十几秒的工夫，一个栩
栩如生的机器猫便跃然于石板上。他们是刘胜利刚收的
两个学员。机器猫是学员必须掌握的五十个图案之一。

1980年出生的刘胜利做糖画已经有十几年的光景。
想当年，跟随爷爷街头出摊，是他童年里最快乐的记忆。
随着缕缕糖丝飘下，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像变
戏法一样出现在眼前，欢笑声、惊奇声在围观的人群中回旋开来。

成年后的刘胜利，每每被这种情绪感染，可是爷爷和父亲都不准他
搞这上不了台面的“营生”。高中毕业那年，刘胜利抑制不住冲动，跑到
四川拜师学艺。他把爷爷线条的勾法与师傅块面的抿法结合起来，创
造了许多新颖别致的图案。

大学期间，每个周末，刘胜利都会兴致勃勃的带上他的糖画工具出
摊，在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惊叹中，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有了着落。2002
年，大学毕业的刘胜利报考公务员未中，决定以糖画为生。

“大学毕业去摆地摊，太丢人了！”父亲怒不可遏，砸了他的工具。
不得不妥协的刘胜利找了家电脑培训学校上班了。就像一个舞蹈家离
不开舞台和观众一样，早已习惯了在人们欢笑和惊叹中表演的刘胜利，
越来越热爱糖画。他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平日上班“掩人耳目”，周末

仍然摆摊画糖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006年，刘胜利终于下定

决心瞒着家人全职做起了糖画。2009年的一天，刘

胜利偶遇了正在搞活动的河南省民间艺术展演团。

他成为了团里的一名新成员，有了组织的他告别了

“摆地摊”的尴尬处境，开始随团受邀参加活动。

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逐渐加

深，意识到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重要性的他，破除

成见，放开教学。全国各地的学员陆续前来学

艺。有年已半百的老人，也有 20岁的青年。“今年
已招收学员 16个。来我这里学习的，从早上八点
到晚上十点，这样半个月便能出师了。”

画糖画之前首先要熬制糖片，这是糖画技术
中最重要的一步，如果糖片熬制不好，画糖画就更
不用说了，在熬制糖片的时候要控制好火候，火太
大了糖容易熬老，画出来的糖画颜色不够鲜艳，口
感不好，火小了糖容易返砂，画出来的糖画线条不
匀称。

虽然都是绘画，但用糖画还是有很大区别
的。糖凉了之后容易凝固。所以，画糖画的动作
要快。另外，画糖画相当于连笔画，所以每笔之
间不能间断。这样，就出现了画画的笔顺问题。
画糖画的笔顺设计好之后，可以使糖画非常快地
就画好了，糖也不容易凉。为了熟悉画糖画的步
骤，在画糖画之前，一般要进行一些绘画练习。
这个绘画练习和平常的绘画一样，但要画出连笔
来，要把画糖画的笔顺都画出来。所以说，绘画
练习的目的主要是练习笔顺和构图。

画糖画是没有底稿的，画稿全在人的头脑

里。把准备好的糖片放在糖锅内溶化的同时，用
小圆勺舀起铜桶中的糖稀，以腕力带动勺子运
行，随意挥洒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或提、或顿、
或放、或收，速度飞快，一气呵成。随着糖液缕缕
洒下，十几秒之后，栩栩如生的马便跃然而成。
威风凛凛的游龙和绚丽多姿的彩凤，也不过 1分
钟的时间。

“做糖画必须胸有成竹，要趁热一气呵成。”刘
胜利说，想要达到这样的程度，除了勤练基本功，
还要有合适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糖画十余年的
刘胜利在实际操作中，根据需要不断改造和创新
工具，并在淘宝上开了糖画工具小店。

画好的糖画上最后要粘上竹签，由于糖画的
易碎性，所以竹签的黏合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黏合
点要选择在足以支撑整个糖画的关键点上，这样
才能保持糖画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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