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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周刊A30

说起“散花烟”“彩蝶烟”郑州人都知道
可你注意过上面的钢印吗？
这可是一门特殊手艺2012年，刘文平被选为这种技艺的传承人

香烟上的绝技

渊源：此技本是宫廷有
20世纪40年代初，十余岁的刘明勋从家乡新郑

前往长葛县石固镇烟厂做了学徒。当时的石固镇，
有大大小小的烟厂上百家。烟厂里工资最高的是技
师，技师用心时，生产效率就高，技师有了情绪，生产
就会受到影响。看到被老板“宝贝”一样供着的技
师，刘明勋艳羡不已。有一天，厂里从禹县请来了一
位王师傅，他是做钢印錾刻的。听说王师傅来做一
次活，几天的报酬要比技师一个月的工资还高。刘
明勋更是惊讶不已。

以后，每次王师傅来，刘明勋都想尽办法偷偷在
旁边看。王师傅有些不屑又无比骄傲地说：“让你看
三年，你也学不会！”王师傅的骄傲是有理由的。清
朝时期，朝廷的内务府有一个专为皇家制作衣服、饰
品等日常用品的部门叫造办处。造办处在最鼎盛
时，下设 42个作坊，每个作坊都荟萃全国各地的能
工巧匠。这个王师傅，便是在造办处解散后流落到
民间，后返回家乡的，其精通砖雕、核雕和金属雕刻
等多种技艺。

虽然恃才自傲的王师傅对眼前这个小孩子不屑
一顾，但做活时仍然是遮遮掩掩。很长时间，刘明勋
也不过是把用上的工具瞅了个明白。刘明勋把工厂
不用的轴承车开，制作了一套工具，有了工具，他开
始摸索着刻了。刘明勋在家乡的时候就喜欢给人刻
章。琢磨来琢磨去，慢慢有了些明堂。当明勋把自
己认为比较满意的一个拿给老板看时。老板惊讶地
盯着他，半天没说出来话。

老板说，我把王师傅请来，你好好跟他再学学。
虽然有老板发话，但王师傅依然固守着“学会徒弟饿
死师傅”的旧教条，做活时手总是有意无意地遮挡着
关键部位。刘明勋急得团团转，有时甚至爬到了桌
子上。多年之后，当刘明勋给徒弟和儿子讲当年这
些往事时，无奈之情还溢于言表。

靠着天分和努力，刘明勋
还是掌握了这门技艺，甚至有
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
道。老板给了他远远高于技
师的工资，还许诺，只要刘明
勋愿意留在他的厂里，他可以
帮忙给刘明勋接其他烟厂的
活儿，收入都归刘明勋。

1980年刘明勋才正式离厂，回到老家，他以家为作坊，为各地烟厂加工刚印。当
时，高中毕业的儿子刘文平就在家里给父亲刘明勋打下手。

1983年，急需用人的郑州卷烟厂费了很大劲儿把刘文平调进厂。从进厂的那一天
起，刘文平就劳记父亲刘明勋的教导，业余时间坚持练习书法和绘画，这为他后来进行

生产之外的艺术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文平所雕刻的作品，以生产使用的卷烟钢印为主。即在车工加工好的圆形钢

铁毛坯上錾刻出各种卷烟商标。在卷烟行业被称为“雕刻钢印”，或者叫“雕刻牌
印”。市面上出现的许多品牌，都使用的是他刻印的钢印。如郑州卷烟厂散花钢印
（双色套印）、彩蝶钢印（双色套印）、邙山（单色）、珊瑚（双色）、少林（双色）等上百品
牌数百种规格，黄金叶钢印为最多，单色、双色皆有，具有多次雕刻品牌模具，通过自

行热处理，翻刻阴模，进而翻刻钢印。同时还为各兄弟烟厂加工制造了帝豪钢
印、金芒果钢印、洛烟钢印、红旗渠钢印、喜梅钢印、花城钢印等。

钢印雕刻以阳雕为主，是集书法、绘画、雕刻、钳工和热处理于一体的综
合技艺。它以线条形式表现出书法美、绘画美和雕刻美。由于一个卷烟品
牌的某种规格卷烟的钢印都是由一个模具翻制出来的，其图案、文字高度一
致，故它也是鉴别卷烟真伪的有效方法之一。

每一个卷烟品牌的成功都离不开金属錾刻的支持，每个名优卷烟品牌
的诞生都蕴含着金属錾刻工的汗水。近年来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加速，手工
金属錾刻正在被机器所代替，这是工业的革命，但对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手
工艺的传承正面临着挑战，甚至已经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后来也采用电脑激光刻制钢印。但其精细程
度不及手工。复杂的图案无法呈现，为此，我们还专门简化了散花图案的标
识。”刘文平介绍说，机械化批量复制是工业生产的必要。但纯手工的东西

还是有机械所不能替代的精细和效果。
2010 年 6 月的一天，刘文平和师兄一起到西区玩，路过绿城广场

的时候，看到这里正在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看到大多为
民间手工技艺，刘文平找到工作人员询问，说自己会金属錾刻，算不算
非物质文化遗产。待刘文平回家取来雕刻的铜版画《鹰梅图》《鹿闲
图》来给工作人员一看，工作人员大惊：“普查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普查
到你啊！”

历史上錾刻工艺的传承，多是在小手工作坊中以师傅带徒弟、口传
心授、手把手教的形式出现，很难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队伍，其兴衰也很
容易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加之有些匠师欲传无人，或是思想保守不愿传
人等缘故，至今能够全面而熟练掌握这门技艺的人日渐减少。刘明勋带
出的徒弟有郑继良、薛建国、刘文平、刘淑君、刘文成。如今只有刘文平
一人还在从事。

而由于工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此项技艺的市场环境越来
越窄。工作之余，热爱书法和绘画的刘文平业余时间创作了一些颇具艺
术性的铜版画。

铜版画起源于欧洲，至今已有 600余年历史。铜版画艺术典雅、庄
重，在国际上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名贵的艺术画种。历代大师都曾热衷于
铜版画创作。从德国的丢勒、荷兰的伦勃朗、西班牙的戈雅，法国印象派
的马奈、莫奈、西斯莱、德加等直至现代的毕加索、马蒂斯，诸大师都留下
了十分精美的铜版画作品。

干刻法是铜版画的一种制版方法，用刻针直接在铜版或锌版面上刻
画，不经过腐蚀，即可上油墨印刷。因线是在铜版上用力刻画出来，往往
刚直有力，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腐蚀的特殊艺术效果。国家级非遗项目乌
铜走银即属铜版画干刻法。刘文平对铜版画有着天然的热爱和兴趣。
阴雕可以由细修粗，阳雕可以由粗修细，卷烟钢印是阳雕形式，如果一刀
过量，则前功尽弃，阳雕难于阴雕。

“区里正在筹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园区，建成后我们这些非遗项
目的传承人会有专门的工作室，到那时，我要带些徒弟，把这个中原地区
比较罕见的技艺以铜版画的形式传承下去。”

现状：手工金属錾刻正在被机器所代替

发展：以铜版画的形式传承下去

利用金、银、铜等金属材料的延展性进
行雕刻的錾刻工艺，是我国传统手工艺百

花园中的一枝奇葩。
刘文平，河南中烟郑州卷烟厂职工，

其作品大多以生产为主，不为外界关注。
其雕刻作品小巧、精致，主要为卷烟牌
印：黄金叶品牌系列、散花品牌系列、彩
蝶品牌系列、三门峡品牌系列等上百
种，其他作品有金属版画《鹰梅图》《鹿
闲图》《彩蝶飞翔图》等。

2011年，金属錾刻技艺被郑州市
批准为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2012年，刘文平被列为郑州市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属錾
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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