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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展翅欲高飞烙画夏布映汉安

这里，是一代“画
仙”晏济元的故乡；这
里，有着浓郁深厚的书
画文化底蕴；这里，人们
可以靠一根铁针、一盏
油灯，成就一幅古韵流
淌的汉安烙画。同样，
这里还有“中国第五大
名绣”——“汉安夏布
绣”。

这里就是内江市市
中区，一个文化底蕴深
厚，旅游资源丰厚之地。
在内江市中区，旅游与文
化两者交相辉映。

6月9日，华西城市
读本记者来到内江市市
中区探访那一份独属于
它的旅游文化。

1月10日，内江市外事侨务旅
游局给市中区带来一个好消息，经
四川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
员会组织评定，在登榜国家4A级
旅游景区的 12 个四川景区中，内
江市市中区黄鹤湖旅游区占一席
位。

这个位于市中区永安镇、距离
市区 15 公里、旅游区总面积 4 平
方公里的地方，是一代“画仙”晏济
元的故乡，具有浓郁深厚的书画文
化底蕴，同时集运动休闲、现代农
业、文创产品研发、垂钓竞技、少儿
艺术培训为一体，是一处动静相
宜、身心兼“休”的休闲度假旅游目
的地。

景区自创建以来，市中区硬件
建设和软件建设并举，景区建设稳
步向规范化、品质化、高端化迈进。

在黄鹤湖旅游景区众多的景
点中，尚腾新村是黄鹤湖旅游景区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使游客
能够更加便捷到景区游玩，市中区
对尚腾新村核心区道路、内威路、
八艺路等道路进行提升改造，构建
了18公里的观光车道、骑游道、步
行道体系，有多条公交线路可从市
区直达景区。

为提升景区的游览与接待设
施，景区新建游客中心1200平米，
完善了影视厅、医务室、警务室等
服务功能区，规范设置了导游全景
图、导览图、标识牌、景物介绍牌以
及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等标识标牌
300 余块，新增旅游休憩设施 93
处。

同时配备了普通话、英、日、
韩等语种的讲解员 16 名，且实施
智慧旅游工程，在游客中心等游
客集中的区域实现了 WIFI 全覆
盖，移动互联网、二维码等技术运
用充分。

烙画又名烙花、烫花、
火笔画、火针刺绣，是我国
古老的传统文化艺术，距
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元
末明初，烙画传入内江，距
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它利用炭化原理，烙
画艺人以铁针为工具，通
过控温技巧，不施任何颜
料，以烙为主、套彩为辅的
表现手法，在竹木、宣纸、
丝绢等材料上勾画烘烫作
画，巧妙自然地把绘画艺
术的各种表现技术与烙烫
艺术融为一体，形成独特
的艺术风格。

在内江，烙画与本地
特色文化融合，赋予了“书
画之乡”更深刻的含义。
它在内江的传承和发展，
离不开 82 岁的汉安烙画

“非遗”传承人刘敏。
刘敏自幼跟随擅长烙

画的舅舅学习烙画技艺，
并通过改变烙画材质，大
胆革新烙画技艺。

“以纸代木”，是刘敏
经过反复比较做出的决

定，可要从厚纸板到薄宣
纸 ，却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在十余年、数百次失
败后，1984 年的那个秋
天，一幅层次丰富、柔美流
畅、高雅不俗的烙画在宣
纸上呈现出来，这也标志
着“纸烙画”的成功。

刘敏并未满足，他认
为纸烙画还缺乏中国水墨
画大气洒脱的意境，于是
萌发了“纸加水烤画”的奇
想，在他的研究下，“纸烤
画”问世。乘胜追击，他将
两者合二为一，连烙带烤，
更具活力的“纸烙烤画”随
之诞生。

除刘敏外，市中区还
有不少人在默默传承者烙
画，47岁的高平仲就是其
中一员。他是市中区伏龙
镇中心校的一名教师，不
仅自己创作烙画，还在学
校开设了烙画课。

据了解，伏龙镇将烙
画作为辖区扶贫特色产业
大力发展，并在牛角田村
建立了烙画实践基地。

“汉安夏布绣”，因其罕
见多元文化融合的特性，被
业内誉为崛起中的“中国第
五大名绣。”

据了解，市中区妇联最
初推动刺绣，意在吸引农村
妇女回乡打工以照顾家人，
但在“蜀绣之乡”成都安靖
镇考察后，大家觉得蜀绣技
法 可 学 ，但 不 能“ 亦 步 亦
趋”，无特色则无竞争力。

“汉安文化”、“书画之乡”、
“夏布书画”、“书画夏布”等
多个本土特色文化要素涌
现融合，并形成一个全新概
念：汉安夏布绣。

可普通夏布难以作绣，
时任内江职院教授王少农
经过10多年研究后，发明了
夏布处理技术，实现了普通
夏布向书画夏布的转换，绣
娘们也开始在书画夏布上
进行刺绣。

“汉安夏布绣”之所以
能够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名
绣”，自有其独特之处。据
了解，夏布全为手工加工，
麻线粗细不一，线迹若隐若
现肌理自然，呈现出粗犷古
朴、大气自然的特性，迎合
了当下崇尚自然的潮流，再
以细腻的“书画夏布”为绣
料，其特质是其他绣品没有
的。

而在“汉安夏布绣”的
家乡，“汉安夏布绣”也是许
多绣娘吃饭的本钱。残障
女士饶镜是一位绣娘，她因
腿脚不方便，此前找的工作
都不满意，看到市中区妇联
组织的“绣娘”培训后，觉得
特别适合自己，便报名参
与。

经历了 3 个月的学习
后，她接了一幅私人订制的

《荷花图》，在老师指导下绣
了两个月，获得了雇主的肯
定。

目前，依托“居家就业”
工程及新村建设，已在“画
仙故里”晏济元家乡尚腾新
村，建立了汉安夏布绣基
地；与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签
约，建立“中国夏布文化产
业研发示范基地”，合作探
索“汉安夏布绣”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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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安夏布绣绣娘。

四川首届川南电商博览会
上，汉安夏布绣现场展示。

汉安烙画参加西博会。

汉安烙画培训。

黄鹤湖国家4A级旅游区——川南大草原。

汉安烙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