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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木板、一个葫芦, 经过
一支“铁笔”的烫烙，凶猛的老
虎、静美的农家小院等一幅幅传
神的图画便“跃然纸上”。黄骅市
第四中学的美术教师王坤别出
心裁，给传统烙画绘色，让色彩
单一的烙画变得更加绚烂多彩。

王坤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形
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烙画。这些
烙画或在木板上，或在葫芦上。
活灵活现的鸟兽，意境深远的山
水，虚无缥缈的云雾（右图）……
这些层次分明、惟妙惟肖的画
作，都是用一支烙笔完成的，向
人们展示着精彩的万千世界。

烙画工具带到教
室，学生们爱上烙画

12月8日，王坤正在教室里
一边调试烙笔温度，一边仔细地
在木板上进行描绘。课桌上整齐
地摆放着变温器、烙笔以及各种
粗细的笔头等烙画工具。不一会
儿，一朵朵漂亮的小花便“跳”出
来，灵动十足。

王坤是黄骅市第四中学的
一名美术教师。他在学校里教授
学生美术知识的同时，也会教给
他们很多烙画相关的基础知识。
很多时候，他还会把烙画工具带
到教室里，一边制作烙画，一边
给学生们讲解烙画制作的技巧。
在王坤的带领下，很多学生都对
烙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多年来，王坤创作了很多烙
画作品。完成一幅作品，王坤少
则用上七八天，多则需要两三个
月。他说，做烙画就得耐住性子
一点点来，但凡心里浮躁了，肯
定做不出好的烙画作品。

王坤的烙画也成了好友圈
里争相抢要的作品。很多时候，
他刚烙制出来一幅新作品，就会
被朋友拿回家。王坤乐在其中，
经常将作品送给朋友。

王坤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非
常想尝试制作烙画。每次王坤都会
在制作烙画时，耐心地教给他们烙
画知识，手把手地告诉他们如何掌
握烙笔的温度与力度。他说，希望
能够在自己的努力下，让更多人了
解烙画，喜欢上烙画，从而将烙画
这一传统技艺更好地传承。

受父亲影响，喜
欢上烙画

受父亲的影响，王坤从小就

喜欢画画。那时，父亲除了在纸
上画画，还有一手用电烙铁烙画
的“绝活儿”。那时，王坤看见父
亲能够在木头上“烫”出一幅幅
美丽的图画，觉得既新奇又好
玩。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与烙画
结下了不解之缘。

直到王坤上了高中，父亲
才开始教他如何烙画。父亲烙
画时，王坤就坐在一旁认真观
看学习，听父亲讲解烙画技巧。
王坤说，烙画看似简单，用烙笔
画出同毛笔作画一样神韵的作
品来实属不易，需要一定的绘
画基础。王坤的第一件烙画作
品花费了一上午的时间，在一
个小葫芦上绘制了一只老虎。

“当时看着完成的烙画作品，心

里特别有成就感。”王坤笑着
说。

从那以后，王坤只要一有时
间，就会拿起烙笔烙画。“我很享
受每次创作的过程，看着用自己
手中的烙笔一点点勾勒出一幅
幅精美的画面，内心特别满足。”
王坤笑着说。

二次加工上色，
单一的烙画更多彩

得益于从小对绘画的热爱，
让王坤考取了河北师范大学的
油画专业，更加系统地学习了绘
画相关知识。

王坤的烙画大多是在木板
上完成的，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

在大葫芦上烙画。葫芦烙画和
木板烙画相比，无论是在构图
还是用笔力度方面，难度都会
更大一些。“烙画时，烙笔的温
度非常重要，手法和力度也要
随着构图的不同而有相应的
变化。”王坤说，温度过高或过
低，手法过重或过轻，都会影
响整体的烙画图案，因此一定
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控，才
能绘制出一幅精彩的烙画作
品。

传统的烙画作品经过烙笔
烫制后，都会形成棕色图案。王
坤在进行烙画的过程中，充分结
合起自己的油画专业知识，对传
统烙画进行创新，在烙画完成的
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上色，让单
一的传统烙画颜色变得更加多
彩。

王坤的烙画作品多为山水、
花鸟、动物等，其中很多风景烙
画取材于乡村生活。他的作品

《家园》就描绘了一个农家小院
里，有两只温顺的白色山羊、一
只黑色的小狗在嬉戏玩耍，金色
的谷仓旁几只公鸡正在悠然自
得地觅食……多彩的颜色，温馨
的画面，洋溢出浓浓的乡村生活
情趣。

在王坤的工作室里，像这
样多彩的烙画作品还有很多，
让原本传统的烙画在多种颜
色的点缀下，多了一些活力与
生机。“给烙画上色，其实我还
处于一个摸索的过程。能够为
传统烙画注入一些新活力，我
觉得挺好。”王坤说，希望经过
自己不断研究，能够创作出更
多的彩色烙画，让人们看见烙
画的别样美。

本报讯（通讯员 高箐 李
冠达 记者 马晓彤）日前，黄骅
市安全局小区一位六旬老人身
体不适。社区网格员冒雨去老
人家里查看情况，并拨打了急
救电话。

刘春霞是黄骅市骅西街道
渤海西路社区的一名网格员。
11月 21日中午，刘春霞接到了
一个求助电话。她所负责的小
区居民吕广连老人身体突然不
适，一直呕吐，无法动弹。

“我赶紧穿好衣服，叮嘱孩
子在家待着，喊着丈夫就往吕
大伯家里跑。”刘春霞说，当时
天正下着雨，他们快速跑到了
吕广连家中。

吕广连的老伴儿开门看见
刘春霞，又焦急又激动，眼圈红
红的。刘春霞和丈夫一边安抚
老人，一边仔细查看吕广连的
情况，并及时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

据悉，吕广连老人的儿子

因意外去世，儿媳妇也已改嫁。
目前，老人和老伴儿还有一个
小孙子一起生活。当时，吕广连
突然发生这种情况，老伴儿一
下子慌了神，只想到了平时常
联系的社区网格员刘春霞，便
拨通了求助电话。

不一会儿，救护车赶来了。
吕广连的儿媳妇也闻讯赶来。
刘春霞和丈夫帮忙将老人抬到
救护车上。

日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

老人突然发病 社区人员救助

传统的烙画作品一般都是以棕色为主，而黄骅市第四中学美术教师
王坤的烙画作品却色彩绚丽，画面灵动——

他让烙画更多彩
本报通讯员 高箐 冠达 国文 本报记者 马晓彤 摄影报道

日前，市区一名小学生
乘坐公交车时睡着，坐过了
站。当他醒来迷迷糊糊地想
赶紧下车时，却被公交车司
机拦住了。司机接下来的举
动让这件糟心事变成了暖心
事。

12月1日17时许，232路
公交车行至杨官屯站时，车
上的乘客不多了。驾驶员韩
磊从后视镜中，看到一名穿
着校服的小男孩仰着脸坐在
坐椅上，看样子是睡着了。看
男孩身边坐着大人，韩磊也
没多想，继续开车。

过了一会儿，公交车即
将到达终点站。男孩旁边的
乘客已经下车。“小同学，快
醒醒，你在哪儿下车？”韩磊
喊了几声，但男孩没有应答。

韩磊便让后排的一位女
乘客帮忙叫醒了男孩。男孩
迷迷糊糊睁开眼。听说自己
坐过了站，他赶紧背着书包
准备下车。

“外面天黑了，你别自己
走 了 ，到 终 点 站 我 送 你 回

去。”韩磊拦住了要下车的男
孩。

很快，公交车到达终点
站。韩磊交车后，便开着私家
车将男孩送回家。路上，男孩
用韩磊的手机给妈妈打电话
报了平安。

此时，男孩的妈妈李女
士正在家附近的公交站台等
着孩子。她已看到了3辆232
路公交车，也没有看到孩子
下车。李女士在寒风中急得
直跺脚。

直到韩磊把男孩送到家
门口，李女士才得知，是这位
好心的公交车司机专程绕道
把孩子送回了家。

李女士说，孩子上小学四
年级，平时都是自己乘坐公交
车回家。那天因为早晨起得
早，孩子放学时竟在车上睡着
了。多亏了这位好心司机。

暖心护送
本报记者 姚连红

12 月 8 日，市交通
发展集团沿海管理处海
丰收费站二中队的志愿
者来到海兴县小山乡明
德中心小学一名家庭困
难的小学生家中，为他
送去 1000 元慰问金和
生活用品。

孙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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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商贸城早市最近的房子，框架结构一二三楼，共计
5000平方米出租，适合各种行业（饭店除外）。另外职业技术
学院校园内有一楼150平方米门市出租。电话：138339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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