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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烫画原是民间王艺的一个品种，用于器物（尤其是木器）的实用装饰。
在某种器物上烫以花鸟鱼虫，或以烫的方法复制出人物山水，不仅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而
且能满足一种特殊的心理要求。
但传统的烫画毕竟被视为“雕虫小技”，那些手持烙铁的艺术作者始终不能在美术史上留下名字。
　　近几年来，烫画有迅速的发展，它除了作为装饰器物的一种手段之外，还扩大了工具及工具性能
，扩展了它的表现领域和功能范畴，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绘画品种。
一些年轻的烫画家勇于探索，努力将中国画和西洋画、版画印制效果和手绘效果结合起来，融于烫画
创作，成为新烫画艺术的开拓者。
本书的作者艾秀琪就是这样的烫画画家。
他在部队做过美术王作，当过架线王人，坚持自学美术二十余年。
后来有机会在天津美术学院进修，兼学油画与中国画，曾在石油管道报社任美术编辑，现在石油部管
道局开发公司做美术工作。
他长期探讨烫画的新技法新表现，创出了一条新路，创作了大量很有新意的烫画作品，引起了广泛反
响。
　　烫画的价值，不只在画面的内容与形式风格，而首先在它的材料工具及其使用特色。
创造或以新方法使用工具，永远是人类取得进步、获得心灵自由和美所必不可少的。
许多观众欣赏烫画山水、花鸟和人物，其根由不在画本身的特异而在材料工具及其使用的特异，正基
于此。
某种意想不到的工具所作出的画，或某种意想不到的材料所显示的效果，可以激发与满足人们的新奇
心理，唤起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欲。
　　艾秀琪在这本书里，介绍了烫画的王具、辅助工具及其操作运用，如线的处理、块面的处理、温
度与速度的控制、木纹的利用及其与烫画形象的结合，烘烤的方法，纸、布、板诸种材料的特性等等
。
本书对烫画的各种表现方法、表现对象也作了细致具体的讲解。
通俗易懂，文图并茂，是一部很实用、很扎实的技法书。
这里边凝结着他的劳动、智慧和才能，以及他对烫画艺术的爱。
这样的书，对传播烫画技法，引起美术爱好者对烫画的兴趣，推动群众美术的开展，无疑是很有意义
的。
对于某些工艺美术或工艺性较强的轻王业生产行业，如家具、室内装饰等，也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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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烫”不同于描、画、刻一一效果不同，操作方法不同，创作者与欣赏者的体验感受亦不同。
艺术是一种自由创作活动，包括心手相应的自由，想象与幻想的自由。
把握一种不同寻常的王具，在看似难以作画的材料上作出动人的画面，也属于一种心手相应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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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秀琪，笔名牧石，1947年生于北京，国家高级美术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
会员。
著有《中国烫画技法》、《木板烫画技法》、《纸布烫画技法》，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空白。
2000年创办牧石美术学校，任校长。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奖。
1995年应邀赴新西兰惠灵顿市举办画展，为外交谈判贸易部部长菲律普伯登先生和惠灵顿市市长画像
并被收藏，受到好评。
1998年赴泰国曼谷参加“中国美术家泰国大汇展”，泰国《星暹日报》专版对其进行报道，该报主编
扬成俊先生题词其山水画“山奔海立，沙起雷行”。
1999年3月应香港油尖区文化艺术协会邀请赴港讲学，并举办画展。
中央电视台和各省电视台多次专题报道其艺术成果。
2006年7月应邀赴法国进行文化艺术交流。
为法国留尼汪省省长纳西玛·丹达尔和首府圣丹尼市市长勒内·保罗·维多利亚等面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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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烙画基本技法 学习烙画离不开熟悉烙画王具的性能，要首先作一些基本功练
习，逐步掌握使用方法，譬如：执笔（电烙笔）方法、如何调节温度、木纹的处理、做点线面试验练
习等等。
预先做好充分准备对初学者必不可少。
 学习烙画不仅要掌握烙画的基本技法，还要学习其它绘画基本方法，例如：中国画的白描、大写意、
小写意和王笔画；西画的素描、水粉、水彩、版画；民间剪纸等，学习这些都是为了丰富烙画的表现
技巧。
 由于烙画的王具不同，使用的材料质地有很大差异，加之温度高低不一，产生的烙痕变幻莫测，人们
就是从中摸索其变化规律，利用其各种偶然奇特的效果，进而转化为绘画手段。
可以说，烙画是借助工具而得名，对其它绘画有着相对依赖性，同时也正是工具的作用使其产生了非
常独特的风格。
换言之，在基本造型方法方面烙画与其它绘画是相通的，但究竟怎样准确掌控高温电烙笔在画面产生
的效果来恰当塑造理想形象，才是烙画基本技法的核心所在。
 （一）草图 一幅好的烙画作品必须事先画好草图，这与其它画种的创作方法是一样的。
因为烙画是在木、竹、纸、布上作画，这就要求草图更要精细、准确，如若不然，在烙画过程中发现
大错误再改就难了。
即便是能用玻璃片、细砂纸进行刮、磨，反复次数太多，画面上很容易产生凹坑，光线反射不均，严
重影响画面效果。
 有经验的人勾画草图，不一定就在纸上进行。
有的山水、风光题材烙画完全可以打腹稿。
如果得到一块十分理想的胶合板，其木纹正看似水、反看似云⋯⋯几经揣摩，敞开联想，把自己平日
积累的素材调集出来，拿铅笔在木板上结合纹理因势构图，再用电烙笔精心点缀，就一定会创作出别
有情趣的烙画来。
这样的作品往往自然、巧妙、和谐。
 在木板上勾画草图，宜用棕色铅笔或中性绘图铅笔。
用软铅笔容易弄脏画面，一旦铅末被擦进木纹里就很难再擦干净。
如果用太硬的铅笔，稍微用力就有可能将笔痕划进木质里，破坏画面效果。
铅笔以2H～2B为宜。
画时用力要轻，笔道要简。
已被弄脏的画面要用软橡皮擦去，橡皮擦不掉的部分再用细砂纸顺着木纹的方向轻轻擦一遍。
 （二）选板 适合烙画用的木材有椴木、杨木、松木、柳木、黄杨木、冬青木和菲律宾木等。
常见的烙画是使用各种木材做的三合板，一般以椴木、杨木为主，因其色泽洁白，木质细腻，纹理不
太明显，适合多种题材。
黄杨木和冬青木是上好材料，只是比较稀少，不能普遍使用。
 水曲柳胶合板木质粗糙，质地坚硬，用它烙画比较困难，但利用它那比较明显、流畅而富于变化的自
然纹理，可以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作品。
（参看附图7《阿妹情思》）菲律宾木三合板，木质较糙，有乳白色、红褐色等。
它的木质较软，容易被烙焦，烙痕呈黑褐色，画面色调沉着，适于烙山水画和人物画。
 各种板材质地不同，烙画的效果也不一样。
可根椐个人的爱好、习惯以及题材需要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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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烙画技法(修订再版)》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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