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成岳 视觉编辑 黄遵峰 电子信箱 jnrbzhoumo@sina.com文化周末 2018 年4月20日 星期五5

曲阜市文物局
提供样本
刘项清 摄制

历史上最早的连环画《孔子圣迹图》

周末聚焦

铁笔流韵绘丹青，万物板上溢芳香。山壁嶙峋，溪涧
潺潺，草木葱茏，一幅传神画卷竟是用火红的烙铁烫烙出
来的。生活中小至竹筷，大到橱柜，素面之上的烙花纹样，
于质朴中平添一份精致。一把扇子，一挂葫芦，烙画其上，
别有一番古风雅趣。4月16日，记者采访了任城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烙画的传承人万东梅，让她来介绍一下这门神奇
的技艺——烙画。

在万东梅的工作室，记者被她大大小小的作品所吸
引。万东梅介绍，烙画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起源于
西汉末年，盛于东汉，那时的烙画是用烧红的烙铁在物体
上烫烙，也称“烧画”或者“火笔刺绣”。现代烙画是用状似

“电笔”的高温烙铁，在木板为主的各种适合表现绘画的材
料上烙出痕迹，绘制而成。烙画技艺，由于兵荒马乱时期
曾一度失传，直到清朝末年才重新出现，多在筷子、梳子等
小件上烙烫一些花虫、人物和山水。改革开放以后，烙画
艺术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万东梅小时候在家具上看到过类似的作品，觉得非常
有意思，以后特别关注烙画了。大学期间，万东梅学的也
是美术专业。工作之余，绘画、烙画、油画、国画、水彩、书
法均有涉猎，主攻烙画，师承中国工艺美术烙画大师郝友
友。在万东梅看来，研习和传承中国烙画，是她的梦想与
追求。

万东梅说：“烙画是借助火与板材的交融炭化而创作
的，所以烙画创作特别讲究温度和力度，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火候。烙画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形’，运用国画的勾、
勒、点、染、皴、擦等手法来绘制图画。

在工具上，传统烙画通常用铁针为工具，有“火针刺
绣”的美誉。如今，烙画有了专门的电烙笔，温度控制更加
容易，让烙画被更多人所熟悉。材料上，传统烙画仅限于
木质材料，后出现在宣纸、丝绢烙画。由于材质更薄而易
破，这类烙画的难度也更高。技法上，传统烙画一般表现
方式较为单一，但在匠人们的创造下，出现了套色烙画、填
彩烙画等多种丰富的表现形式。烙画的技艺实际上很多
来源于中国画技法，这从众多的烙画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但与国画又有诸多不同。

烙画除了运笔技巧外，还难在温度、力道的把控。烙
画的明暗感觉全来自于烙痕的深浅变化。除了颜色的不
同之外，更多了丰富的立体层次感，也造就了烙画独特的
艺术风格。就像火焰难以驯服一样，掌握烙画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必须脑中清明，讲究意在笔先，落笔成型。“喜欢
烙画，就是喜欢它的不加修饰，色泽天成、古朴典雅，在烙
画上能够嗅到时间的味道。”万东梅说。

“其实烙画这门手艺真的挺神奇的，既可以画出国画
的感觉，又可以达到西方油画写实的效果。比如说烙这种
国画感觉的山水，其实烙铁跟毛笔，是大同小异的，因为我
用的这种烙铁，烙铁头儿就是根据毛笔变化出来的。”万东
梅正在创作一幅山水作品，一边向记者介绍烙画的技巧。

“远山，远处要淡一些，比较清淡，近处要实，画得越细越
好。因为近景人们观察得比较清楚，所以要画得实一些，
远处可以虚一些，这样可以拉开，有一个深度，立体感更强
一些。最后为了表现出更好的效果，可以着一些颜色，就
是用那种国画的颜料，因为国画颜料是水溶性的，它能被
这个木板吸收，然后把烙画的感觉也能反射出来，它可以
融到一块儿，表现得更完美。因为烙铁头儿非常的小，大
概直径也就0.5厘米吧，就得一点一点的铺，一幅大作大概
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半年、一年，所以烙画人必
须得有耐心。每幅画都是自己的心血，就好像自己的孩子
一样，当你完成一幅作品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无以言表
的。”

想要创作一幅好的烙画，既要掌握烙画的手法、技巧，
又要深入生活。“我时常到西部太行山区山西窑洞采风创
作，反映黄土高原、冬天村头、麦秸草垛，鸡、房屋、石碾、
牛、马、羊，秋后宁静的太行山村。”万东梅拿出了一幅《老
家的记忆》，“我在黄土高原上采风时，在一个村庄里看到
了一处四合院，看到院里的环境和摆设，当时就让我想起
了自己小时候的家，回来之后创作了这幅作品。”

烙画是一门融古铸今、独立而又充满感染力的艺术，
有着独特材料与工艺手段，是工艺与绘画相结合的新门
类。在绘画艺术形式中，烙画不能代替其他画种，也不能
简单的把烙画改成水墨、油画。万东梅借鉴水墨、油画、版
画等艺术的技法和内涵，既保持烙画的民族风格，又具备
西方绘画元素的写实效果，在传承的同时不断研修和探索
创新。

①烙画就是用电烙笔烙出来的②用电烙笔也可在葫
芦上作画③制作一幅烙画作品至少需要一星期时间④万
东梅创作的烙画葫芦作品⑤烙画《黄土高原》作品

火针上的绝美舞蹈
图文 本报记者 赵星灿

99、梦奠两楹 孔子有病，子贡请求看望。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门口唱道：“泰山要倒了，梁
木要断了，哲人要死去。”子贡听到后说：“泰山要倒了我将安仰它，梁木要断了我将安伏它，哲
人要去世我将安放它。”说罢赶快走进去。孔子说：“赐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呀！夏朝的后
人停灵在东面台阶上，殷人停灵在两楹之间。我是殷人，昨晚我梦见棺木放在两楹之间。现
在没有贤明的君王，天下谁能遵守正道呢？我要死了。”七日后孔子去世。

4月13日，济宁市地名办按照市政府要
求，举行了由史志、文广新、国土资源、公安、
规划、住建、城管等市地名委成员单位和部
分专家出席的论证会议，对任城区提报的36
条道路命名方案和多年来形成的“一路多
名”现状进行论证。

为加强城市管理，根据省市地名管理办
法规定，任城区政府对新产生的36条道路进
行了先期论证，提交本次会议进一步论证。
这36条道路总共分为三大片区，涉及任城经
济开发区片区、南苑片区、东南华城片区和
部分外延道路。

地名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此次提交讨论的36条道路中，有19条

位于任城经济开发区内，占了一半还多，成
为了专家讨论的重点。任城经济开发区位
于安居街道，作为曾经的运河名镇，安居有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安”“居”两个字也
有着吉祥的寓意。讨论中，专家们从多个角
度深度解读安居的文化元素，认为这里的地
名应更多地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留住乡愁
记忆。

原济宁市地名办主任张培安说，“前期
任城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每条道路都进行了
实地考察和论证。任城经济开发区的道路
的命名，因为地处安居，一开始提出以‘安’
和‘居’字开头，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加了
一些当地的文化元素和人文记忆。其中一
条西苇路，就取自济宁古八景之一的‘西苇
渔歌’。这一片区的道路都是处在新建地
区，没有成型的建筑作为依托，起名有一定
的困难。就像如果有个体育馆，可以叫体育
馆路，但这里没有这些建筑。唯一一条汽车
西站路，就是依托汽车西站起的名字。西五
里营路是因为这里有个西五里营村，保留了
老村名的历史记忆。迎河路正对大运河，因
此得名，英创路、英泽路都是体现这个区域
的群英荟萃之意。”

原济宁市博物馆馆长朱承山认为，“任
城经济开发区这一部分是全新的片区，很多
村庄不存在了，只是极个别的地方保留了原
来的村庄。像西五里营，当时就觉得应该保
留下一些这个区域原来的地名，所以把一条
路命名为西五里营路。其余的道路基本都
是新的名字。当时就提出南北向的以安打
头，东西向的以居打头，配合组成一些吉祥
语。居字头的后来去掉了，起了一些新的名
字。东南华城片区的道路，基本上没怎么改
动，毕竟这里已经建成，有些路也已经叫了
很长时间。但是这一片区还有一部分现在
并没有建成，建议下一步，这一部分建设完
成后，就利用现有路名延伸，不要再增加新
的路名了。几百米就取个路名并不好。南

苑片区这块，照顾了一些区域内的地标性建
筑，位于文体中心南面的文体南路，小区里
的小路基本都是新的名字，这块基本尊重当
地居民的意见。”

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生认
为，地名要留住过去的记忆。“路名是地名的
一部分，地名文化是承载城市历史，彰显城
市个性的文化。给道路命名跟给孩子起名
一样，要响亮、大气，易记易传。要突出特
色，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起的名字要有文

化，有故事。像西苇路源自任城古八景‘西
苇渔歌’，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一古景的联想
和记忆。还有大悲庵路，大悲庵在济宁人的
心中有很深的印记，把它作为一个路名也容
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再有就是西五里营路，
西五里营是运河上的名村，用这个作为路名
也是很有意义的。 地名一定要和区域特色
相衔接，尤其注意运用好原村、原街，已经有
的地名、建筑，留住过去的记忆。”

“任城经济开发区区域的道路命名，应
该是这几个片区里比较重点的一块，我感觉
这些名字体现的地域文化和乡愁记忆相对
较少。这么大一个片区，有些东西如果能用
地名的形式留下来，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如
果消失了很可惜。接庄那边有一个南贾村，
原来并不是这两个字，而是‘赧稼’，后来演
变成现在的名字。原来这里是孔子的弟子
樊迟问稼的地方，樊迟向孔子请教该怎样才
能种好庄稼，孔子的回答是他种田的本事比
不上有经验的农民。樊迟又接着问老师怎
么样种菜，孔子对樊迟说他种菜比不上菜
农。当然，这个村子没有消失，还叫南贾村，
而且分为了三个行政村，但是这个名字的字
改了，地域文化的东西就被破坏了。所以，
应该把那些历史沉积下来的，文化的东西多
体现一些。现在任城经开区所在的安居，曾
经出过一个大司马——徐标，他的老家应该
就在这附近。他的家乡被称为百岁庄，因为
他的母亲活到100岁，当时给他母亲庆寿的
时候，所有的济宁的士绅都来这里给他母亲
过生。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东西应该被利用

起来。还有现在，一说马场湖，人们都弄不
清到底在哪个范围内，如果我们在这里不体
现马场湖这个名字的话，这个区域就无处找
寻了。我建议找寻一下马场湖经过的地方，
就叫一个马场湖路。”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高建军也认为，地名要更多的体现
地域文化的乡愁记忆。

“之前几次参加任城区、高新区和太白
湖的地名考察论证，我觉得地名要坚守一个
原则，乡愁和记忆；明确一个理念，地名是城
市天然的广告，而且是不花钱的广告，这是
宝贵的资源。”济宁日报《文化周末》主编成
岳说，“沿途有村庄名的，有著名标志的，不
管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就叫那个名字就可
以。比如说苇子河，方案里面叫苇河路，不
如就叫苇子河路。从传播习惯来说，地名不
要和其他固定词组谐音。地名不怕小，不怕
土，越这样越有乡愁，越有历史的遗迹在里
面。关于任城经开区片区，如果是以安居为
中心来做的，建议还是用安居这块牌子。地
名是独立的文化，但在建设过程中也需要整
个社会联动。安居这两个字寓意吉祥，自古
又是运河重镇，如果这片区域和安居相关，
不妨叫安居一路、安居二路，直到安居七路，
可以这样标数字，安居这块牌子因为这几条
路就能够擦亮。”

水利专家孙培同从安居和马场湖的历
史进行了解读，“安居在济宁来说，是一个古
镇。我们现在正在搞运河经济带，通过起这
个名字，能够把沿运的一些著名的乡镇抬升
起来，这对提高地域知名度有很大的意义。
安居出现过很多的名人，从明天启五年到清
乾隆十三年期间，安居沿运的9个村庄出现
4个进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徐标，还有一个
祖孙三代都是进士的也是在安居附近。安
居不仅文人很多，而且附近民间文艺很多，
包括各种民间艺术。安居豆腐丝，安居木匠
都很有名。济宁有古八景，安居也有古八
景。所以，安居是有着很深厚的文化积淀。
济宁以北有北五湖，安山湖、蜀山湖、蚂蚱
湖、南旺湖，最下面一个是马场湖。马场湖
是创建水柜，蓄水济运最下面的一个工程，
明清时期多养军马，所以叫马场湖，因为在
济宁以西，济宁人又称济宁西湖。”

老地名是一种传承
“一路多名”是济宁老城区道路的一大

特点，据济宁市地名办梳理，目前，济宁市城
区分段命名的道路共有45条，其中东西向共
有23条，南北向共有22条，有的一路两名，
有的一路三名，有的甚至一路四名。分段命

名的道路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呈现出从城市
的中心向城边由强到弱的密度分布。目前
市民对道路分段命名反映比较集中的路是

“常青路——吴泰闸路”“秦庄路——海关路
——海关东路”“古槐路——任城路——王
母阁路——荷花路”。“一路多名”是城市变
迁的印记，记载着城市一步步的发展。讨论
中，专家们认为，老城区的地名要以保护为
主，尽量不要轻易的改变，要让地名成为城
市的记忆。

成岳认为，从传承和乡愁的角度，过去
旧有的地名一定不要动，要留存下来。“每
个地名，无论街名、路名，还是村庄，亦或城
市名，都有它的历史沿革，这个名字留存到
现在，本身就是一种传承，就记载着有史以
来的乡愁。一路多名问题跟历史的沿革和
城市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旧有的地名不
要再做改变。一路多名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比
较麻烦，一条直线上，走一段一个名。但最重
要的是，济宁老城区原来也不大，传统的说
法‘从东到西三里三，从南到北三里三’，就
是这么大一个小城。比方说外地人问你，为
什么叫环城路？你就可以说，环城是环的什
么城，这就是历史和传承。这次的方案里面
涉及到环城北路的西延，西延的路段不应该
再叫环城北路了，之所以叫环城路是因为它
是环绕的老城。至于西延段，可以看未来它
会向西延伸多远，到时候再给它定名。一路
多名的问题，还是应该多考虑历史，涉及到
老城区、老济宁的就不要再做改动了。有一
些新路从地图上看是不是打通不太清楚，但
其中的一段就开始命名了。老城区之外的
新路，新区的路，只要能贯通的，不管修通没
修通，就可以叫一个名就是了。老地名千万
不要覆盖，像古槐路也没有太长的历史，再
之前是南门大街和北门大街，还有红牌坊，
现在一个名就直接都给覆盖了。现在的年
轻人很多不知道南门，再说南门口、南门里、
南门外就更不知道了，这些地名文化就必然
消失。”

济宁市委党校教授时鑑提到了如何从
长度上把握道路命名的问题，“在方案里提
供的地图上看，很多路都是只有一段有名
字，而另一段则没有名字，从图上看这些路
应该是一条路。如果说有些道路在规划图
上只建完了一部分，建议全部建完后就将现
在的路名延伸就可以了，不要再另外起名字
了。多长的路应该进行分段，应该另取新
名，建议最好能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常青
路——吴泰闸路这条道路，两段都是以古迹
命名，常清观、吴泰闸都是很有名的古迹，去
掉哪个都不好，把这条路再人为的统一成一
个名字并不好。”

“地名的本质是指位性和指代性，为什
么叫这个名，就是要指示到这个地方。城市
是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这些名称都是历史
上形成的，都是当时的人根据城市的发展叫
的名称，如果消失掉会产生很多问题，历史
消失了，文化消失了，家园感消失了，指代性
也消失了。像我们的城市，有些路分两段或
三段是科学的。”张培安说。

济宁市周易学会名誉会长王广星，在讨
论中提出了道路的命名要从整个城市的大
框架来看，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各个区域内
部再建立自己的小框架，挖掘本地域的文
化。他说，“从城市路网的大局来整体看，把
城市道路大框架画出来，主干道、快速路，然
后再细分支线、小路。每种道路的命名确立
一个原则，或以人文地理命名，或以历史发
展命名。”

地名就是要留住乡愁，留住历史记忆。
这是几年来《文化周末》记者在地名专家“济
宁论剑”的智慧碰撞之间，读出的文化心理
和传承发展理念。每个地域的文化渊源不
同，它的历代聚居者依照天时地利人和奠定
与传递了独有的地名文化，并与民族的文化
相浸润、相融合，而汇聚成文化的大观，有着
明晰的创造、传承和发展脉搏与源流。地名
是相对固定的，又是发展变化的，可以推进
的。但是，今天的建设者必先尊重文化的传
统和历史的规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才能将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的优秀文化发扬
光大。这也是济宁地名文化学界多年来形
成的共识。

地名就是要留住乡愁留住历史记忆
图文 本报记者 崔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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