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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轻移，烙铁发出点点红光，笔尖落下，青烟腾
起，渲染出层层叠叠的景致，木板上的鸟兽虫鱼画像逐
渐清晰，形象鲜活灵动，线条流畅舒展，一幅精美的烙
画在眼前一点点呈现……1月3日，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走进位于市职业教育中心的郑红伟烙画工作室，
看见市级非遗“淮南烙画”代表性传承人郑红伟正以烙
铁为笔，高温代墨，在工作台上进行烙画创作。

在第九届淮南文博会上，郑红伟的烙画作品就给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再次看见这极具
独特性的创作过程，依然觉得震撼。

烙画古称烫画、火笔画、火针刺绣，是以烙铁为笔，
高温代墨，在木板、竹板、纸、皮等质材上烙绘而成的
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珍品，给人以古朴典雅、回味无穷
的艺术享受。

“我是在淮南上的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淮南工
作，这么多年过去，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郑
红伟说，他大学学习的是美术专业，和烙画结缘也是在
这个时期。“那时我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很多烙画作
品，很精美，也很独特，我对这种艺术形式特别感兴
趣。”郑红伟说，“我们专业的赵老师曾在当时有名的
工艺厂工作过，他会烙画，我就跟着他学习烙画技
艺”。从此，郑红伟与烙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中，烙画是一种历史悠久、
独特且富有艺术韵味的技艺。据介绍，淮南烙画在上
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繁荣时期，据《安徽省志》记载，当

时产值和出口金额均位居国内同行业首位。“进一步学
习和研究之后，我更加了解烙画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
和文化传承，之后我不断搜集、整理资料，申报非物质
文化遗产，想将这门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郑红伟
说。2022年，“淮南烙画”被列入淮南市第五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我们使用的烙笔就是俗称的烙铁、电烙铁，是可
以调节温度的，使用时要慢慢来，小心被烫到。烙画注
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形，轻重快慢一定要把握住……”
采访当天，郑红伟还要给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上课，

“2023年学校开设了工艺美术班，安排有烙画课程，孩
子们都挺喜欢的，我现在定期给他们上课，讲授烙画技
巧。”他说，“学校还有烙画社团，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
也可以加入，进行学习”。 郑红伟表示，在创作的同
时，他还致力于传承烙画技艺。他经常走进学校和社
区，向孩子们讲解淮南烙画的发展历史，教授烙画基本
技法，让更多人知道、了解烙画艺术，近距离感受淮南
烙画的独特魅力。2023年，寿县一所小学的美术教师
李淑洁正式成为郑红伟的入门弟子，“我之前有烙画基
础，但都是自学的，拜师是为了更好地、更系统地学习
这门技艺。”李淑洁说。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我将不断探索，创
作更多、更好的作品。”郑红伟说，现在喜欢这门技艺
的人越来越多，他也特别高兴，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下去，是他们会一直做下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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