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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梁学院，学生们最喜欢围着张海应听“烙画”。

民间的东西终归还得回归民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半大小子的张海应

每天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跟着爷爷和父

亲走街串村。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匠出生，

不仅有着一手好木活，而且还会“烙画”。

看着爷爷和父亲拿着一根铁钉粗细、

比画笔明显短半截的铁丝在煤油灯上时

不时“蹭热”，那个年纪的张海应心生好

奇。他好奇铁丝烧红后在木制家具上不

但会留下印迹，而且还会冒出一股烟，那

烟气不算大，但有时候也会呛口；他更好

奇铁丝走过的地方留下来的图案是那么

逼真。那个时候，对人情世故懵懂的张海

应说不清那些被烫在炕桌、立柜、方桌上

的图案到底是铁丝的魔力，还是爷爷和父

亲有着与别的木匠不同寻常的功力。

几十年后，张海应操起了爷爷和父亲

的老本行，也开始学着烫画，但不同于祖

辈父辈的是，张海应把画烙在了木板上，

烫在了葫芦上，而且还装裱了起来，被挂

在了一些有规模、有影响、有气场的画展

和会展现场。

张海应的作品明显比爷爷和父亲手

中的“烙画”更有价值。

壹
“烙画”的价值在于“烙”，“烙”的功力

在手上。

张海应从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也会

专门从事这一行业，这里面有从小耳濡目

染的缘故，但更多的是兴趣驱使。稍大一

些，张海应没有接过祖父和父亲的木匠行

当，但却对美术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学生年代，张海应一逮空就钻在画

上。学画画最费钱，学费暂且不说，画画需

要的材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亲劝他

打退堂鼓，但他性子执拗，家里没钱给他，

他就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学费，搬砖头、

和泥沙，什么活计来钱他就做什么。

1992年，张海应参加高考，他的美术

专业通过了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的专业线，

但是因为文化课不达线，与心仪的大学失

之交臂。那一年，他还是想办法去了山西

大学进修了两年美术专业。2000年，张海

应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烙画协会会

长郝友友为师，开始系统学习烙画技艺。

就这样，烙画成为张海应生活的一部

分。他利用休息时间醉心创作，逐步提高

自己的烙画水平。虽然后来忙于生活，养

大车，开办幼儿园，但张海应从没有放下

手中的烙笔。

从事传统烙画艺术至今，张海应对烙

画有着清晰的认识。即使是熟悉烙画几

十年的他，在创作下笔前，也需要打稿、选

材、拓稿、调温等，然后才开始一幅烙画的

创作。几十年来，张海应在继承传统烙画

制作技艺基础上，对烙画艺术所用的材

料、工具和技艺等方面不断深入研究，特

别是在宣纸上烙画，笔头、工具都进行改

进，使之更具有实用性，烙画颜色也得以

更加丰富耐久。

张海应的画作兼具高超的艺术水准

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多以民居、动物和自

然风光为创作题材。他对作品细节的要

求几近苛刻。在位于市区新安大道的吕

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吕梁市工艺美术协

会传习馆中，记者看到，张海应拿起烙笔

正一笔一画创作。在画动物的时候，动物

的每一根毛发在他的烙笔下更真实更有

质感。

正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作品中动物

的每一根毛发、建筑的每一片砖瓦、树木

的每一根枝杈都能得以生动呈现。再加

上有名师指点，张海应的烙画技艺炉火纯

青，他创作的烙画以精湛的工艺、古朴典

雅的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享誉业界。

他多次受邀参加国际、省市文博会，并斩

获众多奖项。在深圳文博会上，作品《吕

梁黄土人家》深受各地文化馆领导喜爱，

成为争相定制、收藏的“爆款”。他创作的

NBA球星詹姆斯·哈登烙画在北京文博会

一经展出就成功“圈粉”、供不应求，在年

轻消费群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2021年

11 月，张海应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2021 年

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手上功底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让张

海应头衔多了。他现在是北京宣和艺术

研究院副院长吕梁分院院长，山西省工艺

美术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吕梁

市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吕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会长，离石区工艺美术协会

会长。

贰
张海应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吕梁

学院艺术系教师。

11 月 13 日上午，吕梁学院艺术楼绘

画教室。整个教室三十多个学生，学生们

每人手捧一个大葫芦，对着手中各自事先

画好的画作，拿着烙笔一笔一画地在葫芦

上烙画。张海应不时地穿插在学生中，指

导学生作画。

张海应所授的课程叫晋陕沿黄民间工

艺。单看课程，这门课程压根与“烙画”不沾

边，但是吕梁学院的这门专业课为什么会选

择“烙画”，而且选择让张海应来当教师？

近年来，吕梁学院将黄河文化有机融

入高校文化育人体系。在加强黄河文化

遗产的保护利用、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1999年，吕梁学

院艺术系开设晋陕沿黄民间工艺专业，虽

然是一门选修课，但是缺教师。那一年，

张海应顺利成为吕梁学院艺术系外聘教

师，专门教授晋陕沿黄民间工艺专业。

2023年，吕梁学院成立黄河东岸文化

研究中心，并围绕黄河文化展开多项深度

探索与实践。开设民间艺术“模块化”课

程体系，创建民间工艺数据资料库、晋陕

沿黄民间手工艺展览馆等艺术场馆，收集

整理和研究的领域涉及古寺庙壁画、木板

年画、布艺刺绣、面塑等多个艺术门类，举

办全国“黄河文化保护性开发与文创产业

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成功申报《文旅融

合视域下黄河文化山西吕梁段的开发传

承路径研究》等省地级课题 12项。

也就是这年，张海应教授的晋陕沿黄

民间工艺专业课成为吕梁学院艺术系的

必修课，更多的学生可以跟着他系统地学

习烙画技艺。

2024年，张海应成为吕梁学院艺术系

的一名专业教师。入职那一天，他心情沉

重，但是更多了些许期待和愿景。

叁
烙画以前局限在木质材料上烙绘，比

如：木板、树皮、葫芦等。现在发展到可以

在宣纸、丝绢等材质上烙画。张海应更喜

欢在木板上绘制黄土风情的传统画，他认

为那样画的质感，色彩和内容可以淋漓尽

致地去表达。

张海应将烙画概括为“意在笔先，落笔

成形”，他以黄土高原窑洞、吕梁民俗为主要

创作内容，传承黄河中游地域文化传统特

色，希望通过烙画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

风土人情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他要

能把吕梁非遗元素和烙画创作结合起来，带

动更多的手艺人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推动吕

梁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在位于吕梁学院艺术楼的张海应传

统工艺（手艺）大师创新工作室内，几幅散

发着浓郁黄土风情的农家小院画作，色彩

冷暖、明暗有序、层次丰富，特有的肌理质

感呈现出来的不仅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感，

更多的是满满的传承韵味。

前段时间，在山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

举办的 2024年“山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职

工（劳模）创新工作室、传统工艺（手艺）大

师创新工作室”的评选中，张海应传统工

艺（手艺）大师创新工作室被授予“山西省

教科文卫体工会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

作室”称号。

张海应传统工艺（手艺）大师创新工

作室以吕梁学院民间美术教育为基点，把

离石烙画艺术这一传统民间手工艺术和

吕梁非遗文化引入吕梁学院艺术类课程

建设中，突出黄河东岸非遗文化、民间工

艺文化特点，重视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

展，集教育、传承、研究于一体，将地域红

色文化、民间民俗文化、脱贫攻坚与生态

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融入课堂，融入艺术

实践教学与创作研究，不断探索黄河东岸

工艺美术校本课程，对推进吕梁学院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引导学生参

与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学习优秀民间艺

术、传承非遗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工作室成立后，张海应脑海里又有了

新的想法。他想招一批学徒，让更多的人

学习烙画技艺，让烙画技艺传得更远、传

得更久。

张海应已将传授烙画技艺作为一种

乐趣融入生活中，看着学生们笔下的烙画

作品开始有模有样，看着烙画技艺在一大

批 00后大学生手中传承，他倍感欣慰。唯

一的遗憾是这仅仅是一门课程，每年也就

几十个学生学习，这样下来，这门老手艺

如何能传得更好。“如果有人想学，我很乐

意教。”张海应的话实诚也更有内涵！

烙画，也叫烙花，或者烫画、火画等，

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烙画，工作原理完全相

同，都是拿金属体作笔，再通过电、火加热

之后，在木板、竹子、布等材料上烙熨烫产

生的痕迹来作画。烙画工具种类很多，如

火烙铁、电烙铁、电烙笔、喷灯等，这些工

具各自有独特的使用方法，分别发挥不同

作用，最早人们是用火钩子、铁杆子之类

的铁器，在炭火上加热后进行熨烫，我国

古代有一种独特的烙画工具，包括我的祖

辈们将铁杆固定在油灯上用油灯的火焰

烘烤铁杆的一端，手持油灯可以在竹子木

板物品上烙画，慢慢地随着时代发展，就

有了电烙铁这种工具，油灯就基本不用

了，现在主要用电烙铁，也就是我们生活

中电工使用的最普通的焊接线头用的电

烙铁，焊头使用紫铜制成，用来烙画，可以

把焊头磨成所需形状以适用于烙画的线、

块、面的需要。

适合烙画用的材质有椴木、杨木、松

木，黄杨木等，一般的烙画是使用各种木

材制作的三合板来制作，因其色泽洁白，

木质细腻，纹理不太明显，适合多种题材，

各种板材，材质不同，烙画的效果也不一

样，可根据个人爱好习惯以及题材的需要

来选择，烙山水画和花鸟画所需的板材质

量一般，要求不高，各种板材均可采用。

烙人物肖像或者某些特定的题材的作品，

就要精心挑选合适的板材。经过几十年

的不断创新，中国传统烙画已演变为现代

烙画，现代烙画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烙

画仅以线条表现画面，难登大雅之堂的印

象，现代烙画是一种视觉艺术，属于表现

性空间艺术，塑造静态的视觉形象，表达

作者的思想情感，它与其他绘画的造型原

则一样，都十分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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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张海应，吕梁学院艺术系教师，北

京宣和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梁分院院

长，山西省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山西

省工艺美术大师，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承人，吕梁市工艺美术协会会

长，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

长，离石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张海应

将烙画概括为“意在笔先，落笔成形”，

他以黄土高原窑洞、吕梁民俗为主要创

作内容，传承黄河中游地域文化传统特

色，希望通过烙画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家

乡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迁，希望能把吕梁非遗元素和烙画创

作结合起来，带动更多的手艺人发展文

化产业，积极推动吕梁非遗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发展。

在山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开展的 2024年“山

西省教科文卫体系统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传

统工艺（手艺）大师创新工作室”的评选中，吕梁学

院张海应传统工艺（手艺）大师创新工作室被授予

“山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劳模和技能人才创新工

作室”称号。这是吕梁学院在以优秀传统文化育

人之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也是我市地方院校践

行美育教育、构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课程体系的

重要成果，是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从科学研究

到反哺教学的进一步深化，对我市地方院校扎根

晋西、深入研究黄河东岸文化、大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今日，本报专

门走进吕梁学院张海应传统工艺（手艺）大师创新

工作室，走近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海应，一起了

解他在吕梁烙画传承发展中的点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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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应的烙画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张海应拿着祖辈传下来的油灯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