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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汝州古城，非遗之花处处绽放，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远远的，一

串串大大小小的葫芦吸引了我的目光。也许因为农村长大的缘故，我对农家院

的原生态葫芦记忆特别深刻。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向葫芦摊位。

走近一看，葫芦上赫然都有绝妙的画卷。或是松鹤延年的美好祝愿，或是

花开富贵的国色牡丹，或是威武逼真的兽中之王，或是水墨丹青的绵延山水，

葫芦上的画卷线条流畅、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意境高远、古朴典雅、回味无穷，

真是绝妙极了！

一副《寿比南山》的葫芦烙画特别养眼。只见吉祥的黄色葫芦上，一位笑容

可掬的老寿星慈眉善目。他右手持龙头拐杖，拐杖恰似一条神龙盘旋而立，威

武而充满灵气，龙头上赫然用红丝带的中国结悬挂着一个活灵活现的小葫芦，

画中小葫芦和葫芦本身相得益彰，相互呼应，绝妙之极。寿星左手捧一个千年

灵芝，额头饱满，面带微笑，双目炯炯有神，白须丝丝透亮自然垂胸，就连衣服

的褶皱和袖口都烙烫的格外逼真，衣袂飘飘，仙风道骨。两只仙鹤偎依在寿星

身旁，其中一只嘴里叼着灵芝正献给寿星。两只鹤鲜红的丹顶，洁白的羽毛，黑

色的脖颈和尾巴，身上的羽毛层层叠叠，用笔灵动，层次分明，格外逼真。整个

寿星图，仙气飘飘，生动自然，造型质朴，构图精巧。寿星那和蔼的微笑，开朗的

表情，可亲可敬之感油然而生！

刚欣赏完寿星图葫芦画，另一副《山河秀丽》的山水画也吸引着我的眼球。

只见山峦起伏，气势雄伟，江天辽阔,山岭间隐隐有松柏掩映, 云雾深处似乎
隐藏着一座古寺，烟水浩淼,泉水叮咚，意境深远。山石泉水林木勾画得一丝不
苟，用笔粗细相间，脉络清晰，变化多姿，给人以深远、奥妙、飘逸之感。山峦之

间竟有红叶点缀其中，顿时有了层林尽染的秋意跃然葫芦之上。

呀！还有《五虎图》！只见老虎身躯粗壮，眼似铜铃，张口露齿，尾巴高扬，威

武无比，虎虎生威。五只虎或昂首呼啸，或猛虎下山，或捕捉猎物，或安详静卧，

真是虎姿百态，形神兼备，画面逼真。就连身上的毫毛，嘴巴上的胡须，都丝丝

灵动逼真，爪子上的指甲亦凌厉无比，笔墨灵动，神采飞扬。虎的旁边有山石松

柏，松树枝干苍古蜿蜒，郁郁葱葱的松针一根根盎然向上，大自然的苍劲之美

与虎的灵性之美和谐统一，让人一下子感受到至高无上的艺术境界。

传统吉祥图案《花开富贵》作品，也让我流连忘返。硕大的花瓣层层叠叠，

雍容华贵，或盛放如蝶，或娇羞半开，或含苞待放，每一朵都形态各异，每一片

花瓣都深浅不一，烙画特有的深浅色差，将牡丹刻画的更加典雅，楚楚动人，也

寄托着人们对美满幸福生活、富贵祥和的向往。

沉醉在葫芦烙画的神奇海洋里，我的脚步再也挪不开了。

晋妮老师娓娓道来，给我讲起了烙画知识。她说：“烙画是一种古老的艺术

形式，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我国珍贵的稀有画种，堪称‘中华一绝’。

烙画又称烫画、火笔画，它以木板、葫芦、纸、绢帛等为材料，以神话故事、吉祥

图案以及山水风景等为题材，利用电烙铁或电烙笔的温度和力度，以不同温度

产生的焦痕为笔作画。烙画作品一般呈深、浅褐色，古朴典雅，清晰秀丽，别具

一格。烙画艺术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这些都是我和丈夫李

玉杰自己亲手制作的葫芦烙画。”

晋妮作为烙画的第四代传承人，自幼喜爱绘画，幼年丧父，她从亲人的讲

述中得知父亲会在家具上烙画，后来跟随外公上学生活，得以再次接触烙画。
1998年跟随时任汝州书画院院长的王延涛学习国画2年。2008年外出打工期间
机缘巧合，和同在书画院学习过的丈夫李玉杰跟随时任永城美协会长的任洪

波学习烙画。他们夫妻把自身国画的绘画技法融合到民间烙画技法中创作烙

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2015年晋妮和李玉杰又同时拜在河南省民协会
员、烙画名家侯娜门下继续深造。他们潜心钻研烙画，多次参加民协的各种展

览，和烙画艺人交流，不断提高烙画技艺。

最初，他们没有烙画工具，只能用特制的铁针烧红进行勾勒，皴擦、点染、

渲染，后来采用电焊维修用的电烙铁，靠速度的快慢来实现深浅色彩的勾勒。

电烙铁温度极高，红通通的发着热，一不小心就会烫伤了手。当初学习时，不知

烫伤了多少次手，也不知道画坏了多少个葫芦，才慢慢掌握了葫芦烙画的技巧

和精髓。后来才有了专业的烙画笔，温度可以自动调节，笔尖细腻灵巧，用起来

得心应手，一下子让他们的艺术生涯实现了大跨越。

一些简单的图案可以直接拿烙画笔勾画，一些复杂的特别是层次感强的

画，烙画时要先在葫芦上勾画出图案的原型，然后再拿烙画笔进行烙，烙画的

颜色搭配全靠烙画笔的快慢和深浅。

像老虎的胡须、仙鹤的羽毛，为了逼真形象，常常要像画工笔画那样，一笔一

笔勾勒，简直像绣花一样细腻，才能凸显出一根一根的感觉，为了突出层次感和

色差，常常需要好几遍打磨。有时，一个葫芦烙画就需要几天甚至半个月的时间。

谈起他们的创业史，晋妮忍不住眼含热泪。前几年，他们给家人看病，花去

了家里大部分积蓄，后来又盖房欠债累累。当时孩子要上高中，不能再外出打

工，于是他们就回到了家乡，靠烙画挣钱。那时，他们在硕平花海摆地摊，因为

葫芦烙画是纯手工制作，喜欢的人非常多，他们就慢慢坚持下来。

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他们觉得不能单靠线下销售，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烙画是什么，考虑很久，他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就到互联网中心参加

电商培训。当时，晋妮怀着自己的女儿，每天挺着大肚子去听课，直到快生的前

一周，还在体育中心学习互联网电商知识。也正是这样，他们夫妻利用互联网，

将自己的“葫芦哥”店铺通过自己上大学的儿子开到了网上。

晋妮说，当初选在葫芦上烙画，也是经过多方考察深思熟虑的。葫芦本身

就是一个吉祥物，“葫芦”谐音“福禄”，不仅代表福禄长寿，也寓意家人身体健

康、长命百岁、幸福如意、子孙满堂，因此人们都非常喜欢葫芦。他们南下到种

植葫芦基地进行考察，更坚定了走葫芦烙画的信心。那时一台雕刻机3万元，而
他们身上只有1000块钱，借遍了亲朋好友，才买回来一台雕刻机。由于她和丈
夫都是学国画的，有很好的绘画和美术功底，他们将国画和葫芦完美结合，走

出了一条属于他们夫妻的独特创新之路，也成就了他们夫妻的葫芦烙画人生。

“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创新，熟练掌握了烙画艺术，为了传承好这

项非遗艺术，谁喜欢，谁愿意学，我们都可以免费教，我们会将这个技术传承下

去。”说这话时，晋妮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神奇物种自然生，岂是雕镌所制成。我付烙纹图画出，同仁赏罢懂声名。”

美丽的葫芦烙画，从生活中来，又扎根生活，升华为一种民间艺术。原生态的天

然材料，基本无需任何颜料，既保持了原生态的自然古朴、素丽典雅，又赋予了

浓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凝聚力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烙画艺术，让儿时

记忆中农家小院的葫芦从朴实的农家瓜果登上了高雅的艺术殿堂，成为一种

集拙朴自然和高雅精美为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瑰宝。

期待晋妮和丈夫李玉杰的葫芦烙画发扬光大，期待他们的葫芦烙画人生

愈来愈精彩。

王县长名叫王武烈，是临汝县人

民民主县政府成立时的第一任县长。

当年他只有 岁。别看人年轻，但他十

八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富有革命斗争

经验。当时临汝县老百姓都亲切地叫

他“小县长”。

王武烈智擒顽匪孙凹斗的故事，

在临汝县老百姓中长期流传。

王武烈担任县长时，临汝县地面

上还很不太平，国民党与匪霸势力活

动十分猖獗，他上任不久，就有数百名

土匪纠集在一起，向汝河北岸县政府

刚解放的一个叫官庄的村子进攻。这

伙土匪企图攻克官庄，然后渡过汝河，

占领县政府驻扎的和尚庙村，消灭刚

成立的革命政权。

当时驻守在官庄村的，是一支刚

由解放军 团收编的土匪部队。土匪

头子名叫孙凹斗。提起孙凹斗，临汝的

老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因为孙凹斗

匪部是原临汝县半扎村张冠多的地主

武装，临汝解放时，张冠多逃走后将这

支土匪部队交给了孙凹斗带领，孙凹

斗由此自封司令，在汝河南岸一带地

区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还

多次与解放军对抗。

解放军九纵26旅了解到孙凹斗匪
部不少头目与五分区副司令员牛子龙

是旧相识。牛副司令员原先是建国军

樊钟秀的部下，因此和他们认识。这些

土匪小头目听说牛副司令员在解放军

里是个大官，有意利用这层关系，到解

放军混个一官半职。从统一战线工作

考虑，上级便让牛副司令员出面，写信

给孙凹斗，让他接受解放军收编。孙凹

斗当时正与临汝境内的其他土匪部队

有矛盾，便想借解放军之力，与那些土

匪对抗，因此就同意收编。

接受收编之后，九纵司令秦基伟

和政委黄镇同志还接见了孙凹斗，将

他的队伍命名为“豫西剿匪支队”，任

命 团侦察参谋宋天德为司令员，作

战科长刘有玉为政委，孙凹斗为副司

令员。下设五个大队，归临汝县人民政

府领导。这支收编部队的五个大队长，

都是孙的心腹，因此孙凹斗没有把宋

司令员和刘有玉政委放在眼里，对他

们阳奉阴违，为所欲为。反而打着“豫

西剿匪支队”的名义，在地方上招兵买

马，短时间内就将一些外逃、隐藏的散

匪收归手下，一下子队伍扩充了 多

人。带着这些人，孙凹斗四处抢劫民

财，残害无辜百姓。

当土匪进攻官庄村时，王县长起

初还派一支队伍去支援孙凹斗作战。

刚把支援队伍派出去，忽然宋天德派

人送来一封信，说孙凹斗和国民党许

昌专员吴协堂暗中联络，吴协堂让其

倒戈叛变，归顺国民党，派人给孙凹斗

送信。结果送信人不认识孙凹斗，误将

此信送到了宋天德手里。

王县长接到宋天德的信，大吃一

惊，立即命令孙凹斗撤出官庄村，到汝

河南的蟒川集中待命。孙凹斗不知实

情，果然撤退到蟒川去了。

王县长和宋天德、刘有玉、县政府

秘书朱洪文一起商量，如何处理孙凹

斗。

王县长说：“孙凹斗200多名匪兵，
还带着两挺机枪，这些匪兵又都是多

年的兵痞，咱们的力量不足。我看这

样：宋司令员马上向九纵26旅首长汇
报这儿的情况，让部队派一支队伍来，

咱们先稳住孙凹斗，再找机会。”

王县长说：“刘政委马上动身去联

系咱们的部队首长，宋司令员回到孙

凹斗那儿，告诉他九纵26旅首长有命
令，让他带队移驻半扎，等待上级来给

他们发新枪，更换装备。孙凹斗一听说

要给他发新枪，又是让他到半扎驻扎，

一定不会怀疑。到半扎后，咱们另想办

法。”

几个人都点头同意。

这天夜里，部队从蟒川往半扎转

移。

王县长和宋天德赶上孙凹斗，见

孙凹斗正和几个心腹大队长走在一

起，忙凑到孙凹斗跟前，说：“孙司令，

辛苦啦！”

孙凹斗一见他们两个，脸上浮起

一层奸笑，说：“王县长，宋司令，上级

真的要给咱们添装备吗？这可是天大

的好事。”

王县长忙说：“孙司令，可不光添

装备，到了新驻地，我还要弄点好酒好

菜犒劳你和宋司令呐！”

宋天德会意地拍着孙凹斗的肩膀

说：“老孙，咱哥俩可得多谢王县长

呀！”

孙凹斗哈哈笑道：“那是一定的！”

部队在半扎刚住下，九纵 旅派

来的部队就到了，是一排人。带队的是

一位叫武建魁的科长，和王县长见过

面。王县长当即召集宋天德、朱洪文以

及武科长带来的班长们一起开会。会

上决定：明天通知孙凹斗和他的几个

心腹大队长到县政府开会，会上实施

抓捕。

王县长给大家做了具体分工：明

天中午，由宋天德带众匪兵到大伙房

聚餐，吃饭时命令匪兵将枪架在一

起，由武科长带来的一个班负责在孙

凹斗被抓后收缴枪支。孙凹斗对他的

两挺机枪看得很紧，平时派两个土匪

专门看管，枪不离身。明天由武科长

带三个战士化装成炊事员，带着酒肉

送给看枪土匪，趁机夺取机枪。由朱

洪文带几个民兵去孙凹斗住处，一旦

孙凹斗离开，立即搜查罪证。由武科

长带来的另两个班化装成民兵，先埋

伏在会议室，协助抓捕孙凹斗及其同

伙。

布置妥当，王县长宣布了保密规

定，任何人散会后不得再议论此事。

次日，会议通知下达后，孙凹斗果

然不加提防，和几个心腹得意洋洋到

了会场。王县长一见孙凹斗，上前拉住

孙凹斗，笑着说：“孙司令，军首长托我

带给你一封表扬信，你来看。”

王县长话音刚落，早有两名战士

快步过来，凑近孙凹斗，将他拦腰抱

住，缴了他的枪。与此同时，他的几个

心腹也已被其他战士围住，分别抓捕。

次日，王县长在半扎村小学的操

场上，召开公审大会。

会上，王县长大声宣布：土匪头子

孙凹斗明里归顺解放军，暗里与国民

党反动派勾结，在地方上残害百姓，罪

大恶极，十恶不赦。现在我宣布：将大

土匪头子孙凹斗及任荒、王云鹏等六

人处以极刑，执行枪决！

几声枪响，孙凹斗等倒在血污中。

在场群众一齐鼓掌。

孙凹斗死后，孙部260多名土匪，
有21名小土匪头子根据其罪恶大小进
行惩罚处理。其余土匪，根据本人意

愿，愿回家的，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要

求他们痛改前非，不得再作恶。愿意参

加解放军的，编入九纵26旅78团各个
连队。

孙凹斗匪部的200多支长枪短枪、
两挺机枪、10匹战马，补充到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部队。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葫芦夫妻的烙画人生
———访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烙画艺术

孙利芳

王县长智斗孙凹斗

东面为《汝帖》第二卷总第二十三帖：诸葛

孔明《玄莫帖》

释文：玄莫大（太）寂，混合阴阳。先生天地

柔刚。

诸葛亮传世书帖两件，《远涉帖》与《玄莫

帖》。

《远涉帖》作为孔明翰墨，自北宋现世后历

来被奉若拱璧，《宣和书谱》卷十三《草书叙论》

曰：自汉晋宋以还，以草书得名者为多，姑以流

传于今者凡得六十五人以其世次之。汉得张芝，

蜀得诸葛亮。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

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今御府所藏草书———《远

涉帖》。

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卷十四载：（西汉游

学长安卜医）司马季主……墓在蜀郡成都升盘

山之南，诸葛武侯昔建碑铭，德于季主墓前，

碑赞末曰：玄莫太寂，混合阴阳。天地交泮，万

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

显明。据此可见，实乃亮替司马季主所立碑

刻。（司马季主，汉时楚国人，通易经，博文远

见。）

《玄莫帖》虽仅仅收录了诸葛亮所书碑文里

的十四个字，但诸葛亮的《玄莫帖》却因《汝帖》

而传世。而这十四个字也基本上表达出了诸葛

亮对司马季主的尊崇之意。我们可以从中猜测

出《汝帖》原录者的用心。

传说刘仙姑是唐朝大诗

人刘禹锡的女儿。有一年刘禹

锡到汝州庇山县当县令，庇山

县是一个小县,县内丘陵起伏，
土地瘠薄。这一年又是大旱，

麦子无收，大秋又种不上，靠

天吃饭的百姓日子可怎么过？

百般无奈，刘禹锡就带领县里

大小官员到庇山顶上向老天

祈雨。

祈祷一天不下，祈祷两天

无雨，几天过去，老天还是艳

阳高照，一点云彩没有。刘禹

锡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

庇山山顶直转圈儿，头上大汗

直流。他怨恨苍天不怜悯百

姓，他决定架起大火烧这个苍

天，让苍天知道干旱无雨的苦

滋味，他想，把苍天烤得受不了时，就会下

起雨来。

一声令下，大家从四面八方寻来干柴，

堆得高高的。又一声令下，高高的柴堆被燃

着了，大火熊熊，照红了山，也映红了天。一

堆柴烧完了，看看天，仍万里无云，骄阳似

火，还是晴空万里，滴雨不降。第三天，当柴

堆快要烧完时，还是晴空万里，刘禹锡下了

狠心，决意投火自焚，用诚心去感动苍天。

于是他神情严肃地快步向正在燃烧的熊熊

烈火走去，聪明的刘仙姑看到父亲为求苍

天下雨，要投火自焚，急步上前，推开父亲，

自己纵身投入火海。就在大家的哭声中天

上彤云密布，雷声大作，不多时，甘霖普降，

干旱解除了，老百姓得救了，时为当年的清

明节。

庇山县的百姓为刘禹锡和他女儿刘仙

姑的爱民精神所感动，就在庇山上建刘禹

锡庙一座，建刘仙姑庙一座，并在刘仙姑庙

后建塔一座，安放仙姑的遗骨。每逢初一十

五焚香祭祀，如遇清明，四乡百姓，更是顶

礼膜拜。

据说，凡久旱无雨，这里的群众即到刘

仙姑庙祈雨，十分灵验。又传刘仙姑家居汝

河南杨楼乡的刘圪塔村，舅父家为黎良村，

这里的群众每年清明节都到庇山顶上的仙

姑庙去祭祀，代代相传，至今不断。如果汝

河南干旱不雨，就到庇山仙姑庙祈雨，一般

都很灵验。如果再不下，就将刘仙姑的神像

抬过河去,放在刘
圪塔村祭拜,老天
就会下起雨来。

刘
仙
姑
的
传
说

诸葛孔明：玄莫太寂，混合阴阳。先生天地柔刚。

本帖取材于《汝帖》第23帖

市标上的《汝帖》解读说明（二）

（市标东向）

民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