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坑客家凉帽製作技藝

深圳傳統手工藝

　　凉帽，是深圳地區自古流行的一種客家衣飾，區別於其他竹笠，

帽檐下有一圈17厘米長的布簾，起到遮陽和掩面的作用。凉帽既是一

種編織工藝，也是客家女人勤勞、柔美的象徵。

　　甘坑始建於清嘉慶年間，由張氏第158代張錦超從甘坑村老圍搬

出離村旁兩里地的山坑居住而形成。該村有座凉帽山，因村民世代以編

織凉帽為生而取名凉帽村，是我國唯一在地圖上以古老工藝命名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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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百年來，國內外紅釉瓷器的色相均為棗紅、棕紅和

鐵鏽紅或紫紅，卻不是中國人最喜愛的傳統紅色（中國

國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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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女子的必備技能

　　中國剪紙藝術歷史悠久，常用於春節、嫁娶、禮儀等場合。“田氏剪紙”有着黃土高原蘊藏的原生態深厚文化

底蘊，以古樸、粗狂、自然的個性呈現原始的藝術魅力。

　　傳承人田星成長在有“民間繪畫藝術之鄉”美譽的陝西省宜君縣，當地自古就有“上炕剪刀下炕鐮”的諺語。

田星六歲學藝，與剪紙藝術已相伴走過40多年。

南北派剪紙藝術兼容

　　田星正式從事剪紙藝術後，曾因出衆的繪畫天賦被選送縣文化館深造，民間繪畫成為田氏剪紙重要藝術來源。

她的彩色剪紙作品《龍舟》被中國美術館收藏，聲名遠播。

　　經過多年摸索，“田氏剪紙”作為中國南北派剪紙藝術兼容的代表，具有鮮明的民俗特徵和很高的民俗學研究

價值、歷史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

田氏剪紙藝術

省級非遺田氏剪紙第三代傳承人田星。
在田星的家鄉，綉花剪紙等是每家女娃必備

的技能，她認為“會抓剪刀就會剪紙”，窗

花剪影的美麗令人嚮往。

田氏剪紙構圖大膽、線條明快、寓意吉祥透露出質樸和清新。一把剪刀、一張彩紙，在田星的手中轉化為精緻美麗的

剪紙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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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深圳本土題材

　　在創作了大量民俗題材的作品後，田星將目光聚焦深圳本土題材，並融入西方繪畫和雕塑原理。

　　“田氏剪紙”藝術目前已有了第五代傳人，田星近年來已授徒近百人，徒弟來自珠三角、港澳及海外，而經她

指導過的學生更有5,000餘人。為了剪紙手藝的傳承，只要願意學，她就傾囊相授。

田氏剪紙藝術

田氏剪紙保留陝北粗礦明快的風格外，也吸收了嶺南柔美細

膩的特色，圖為田星在出版物中找尋靈感。

1996年，田星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授予“民

間工藝美術家”稱號。

作為非遺傳承人，田星將近幾年的工作重心轉向剪紙藝術

的傳播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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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氏棉塑

　　棉塑是以棉花造型和成胚，再經手工縫製、塑造、刺綉、繪染等諸多複雜工序，輔以不同裝飾、服飾為一體的

民間藝術，最早的文字記載出現在東晋時期王嘉的《拾遺記》。

　　第四代傳承人羅曉琳畢業於西北民族大學美術系油畫專業，從母親丁維桂手中接過衣鉢，作品斬獲國家級、

省、市多類獎項，將甘肅民間藝術帶到深圳，生根發芽，成長為廣東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東晋時期已有記載的民間藝術

　　肖氏棉塑源於清朝末年，東北遼陽地區的王桂芳是第一代傳人，相傳

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族支系的後裔。第二代傳人肖英任職蘭州女子

師範任教導主任時，發掘了第三代傳人丁維桂。

　　第三代傳人丁維桂，即羅曉琳的母親，以在甘南草原工作36年的體

驗，繼承與發展肖英棉塑，創造了一大批藏族人物棉塑，於2014年成為

甘肅省民間工藝美術大師。羅曉琳在母親的影響下，把西北地區棉塑工藝

帶到了深圳。

歷經四代，口耳相傳

肖氏棉塑第四代傳承人羅曉琳。第一代傳人王桂芳及其作品花籃。

棉塑用簡單的棉花布料針線縫製出精彩的作品。

第二代傳人肖英及其作品《飛天》。 第三、四代傳人丁維桂與羅曉琳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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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以來，棉塑手藝主要靠母女婆媳之間的口傳心授流傳。

　　羅曉琳製作棉塑的初衷，更多是希望給辛勞的母親予以幫助，“不忍心看她一個人辛勞，日日燈下縫縫補補；

更不忍心一門傳統的民間工藝，就此逐漸沒落。”

　　棉塑手藝是一門“母親的藝術”，一針一線間，串起來的是生活的點滴，表達的是內在的情感。它賦予作品以

靈魂，蘊涵着一代代女性的智慧與靈氣，有着厚重而又浪漫的傳統農耕文化的生命力。

棉塑手藝是一門“母親的藝術”

肖氏棉塑

以棉花為肉，棉布、絲綢為皮、針線為筋脉塑造型態，

以針線代筆、借材具表情思。

經過了17年沉澱，羅曉琳創作了反映深圳地域特色的

舞獅娃娃、客家風情、濱海之春等系列作品。

羅曉琳與母親致力於傳承推廣棉塑藝術，圖為參與“非

遺進社區”活動。

羅曉琳在創作時通過繪畫強調棉塑人物的情感，讓棉塑

作品更為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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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壺收工技法

　　我國的金銀器製作工藝始於春秋時期，其中銀製茶器受歷代名人雅士所推崇。手工銀壺製作工藝中聞名遐邇的

“收工技法”則發源於唐代，此技法可以實現金銀器器形的千變萬化，呈現上萬種風格各異的造型器皿。

　　銀壺“收工技法”傳承人魏東，現隱於深圳龍崗區阪田资松舍，他幾十年如一日，將銀壺 “收工技法”運用到

極致，同時從歷史書，文物，甚至書畫作品，壁畫等中尋找線索，力圖還原盛唐時期的打銀技藝。

唐代技法在深圳“復活”

　　傳承人魏東認為，銀製茶器均須施以精巧純熟的手工打製。工序包括設計、畫圖、熔銀、開胚、錘擊、敲打、

鏨刻、鐫字、打磨、拋光、鍍金、鎏金、仿古、漆藝等。

　　銀壺“收工技法”可以實現銀壺壺形的千變萬化，可以呈現上萬種造型風格各異的壺形，包括三角形、方形等

較少見的壺形。並且，“收工技法”為已經失傳的“玉環壺”的製作提供了重要基礎技法。

獨一無二的手工銀壺

“銀壺收工技法”第十代傳承人魏東。 魏東手工銀壺作品。

近年來，手工銀壺的收藏價值逐漸被人們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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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壺收工技法

　　魏東是安徽人，深受徽派文化環境的影響，從小就特別喜歡中國傳統文化和技藝，尤其痴迷金屬藝術。1999

年，魏東來到深圳拜姑父葉合為師專心學藝。

　　魏東工作室即是教室，他共收徒弟15人，培育時間十年之久。近年來，魏東創新推出“滿鋦瓷”，為此，他將

深圳定義為他心中的“藝之故鄉”，“我真正意義上的從藝之路是從深圳開始的。在這裏，我看到了藝術，也看到

了藝術的延續。”

深圳是他心中的“藝之故鄉”

一片銀板在幾十萬次由外往內鍛打成型的過程中，全憑

內心的“分毫必較”，完成器皿底口的同心圓。

每件手工銀壺都是獨一無二的，承載着民族的知識記

憶，傳遞着人與人之間的溫情。

在枯燥的練習中，魏東通過打坐、讀經、瓷盆觀葉來修

煉心法，從氣息入手，練就捶打中的巧勁。

工作室內的工具墻，僅各式錘子就有數十種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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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紙龍舞

　　紙龍舞是平湖劉氏村民在每年春節期間表演的一種以演繹上古神話故事為主

要內容，用來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國泰民安的傳統舞蹈，目前流傳於深圳

市龍崗區平湖街道平湖社區（原平湖村）。

　　追溯紙龍舞的源頭，《史記》《劉氏族譜》中記載劉氏祖先精通養龍之術，

曾在夏朝被封為“禦龍氏”。劉氏族人秉持對祖先的敬仰和對龍圖騰的崇敬，借

用紙龍舞來演繹上古神話故事，祈求豐年吉祥。

沿襲數百年，源自上古神話

　　每年中秋節一過，60多個人的舞龍隊就要開始投入紙龍舞的製作、排練當中。年年如此，一直要持續到來年的

元宵節。

　　紙龍每一年都要重新製作，且必須要自製。先到山上砍竹子，把它削成篾條，一根根篾層層交織，用紙纏繞固

定，篾條是骨，手繪的金銀紙做鱗，獨一無二的紙龍就在師傅們手中誕生了。

每年一次的紙龍製作 平湖紙龍第五代傳承人劉旦華。

龍頭造型為紙龍製作最核心的部分，龍的威嚴神韵全靠師傅手工塑造。

紙龍雖用蔑扎紙糊，但能承受複雜的舞蹈動作，穩固

牢靠。

紙龍由牛油紙蒙裱在竹木骨架上，再施以彩紙氊料裝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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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紙龍舞

　　平湖紙龍舞表演形式與內容與上古神話相對應。在平湖劉氏村民心目中，舞動的紙龍，正是傳說中法力無邊、

快樂行善的金龍的化身。

　　平湖紙龍舞分為男女兩隊，不會混舞，此陣列與古籍中所載的上古神話“天降雙龍、一雄一雌”恰好對應；此

外，在舞龍之前、之後還必須舉行隆重的“請龍神”、“送龍神”儀式，民俗意味濃厚。

華夏龍文化的重要載體

紙龍由龍頭龍尾及七節龍身組成，分段的龍體能讓舞蹈動作更靈動、

具有更強的藝術張力。

圖為平湖紙龍造型，平湖紙龍舞約有數百年 舞龍表演有情節性與叙事性，主要演繹“魚化龍”的

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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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皮影，別於皮影

　　剪影，又稱剪像，起源於我國古老的皮影戲藝術，二者都是運用物體

的投影造型，並採用側面造型的手法。不同之處是：皮影戲人物製作材料

是動物皮革，而剪影的製作材料是紙張。

　　劉期培祖籍四川彭州，從小隨父劉述保學習剪影，父親言傳身教，對

劉期培進行了嚴格的訓練——用麻繩纏繞鋼筋做成鐵筆，讓他在十厘米厚

的沙盤上練功，還訓練他用無名指、小指加虎口控制剪刀。

“七秒成影”追求神韵

　　數十年的技藝磨練下，劉期培有“七秒成影”的絕活：左手持黑色絨紙，右手以無名指、小指及虎口控制剪

刀。他一邊觀察，一邊剪紙，身體也隨着節奏左右移動，剪走龍蛇。短短七秒鐘，一幅精緻的人物頭部側面剪影便

奇迹般地呈現眼前。

　　剪影創作過程中，首先要對展現的人物仔細觀察，在極短的時間內找出其相貌特徵。隨後開始動剪刀，根據人

物特徵，略加誇張表現。藝人下刀準確果斷，心、眼、手三者合一，在極短的時間內讓作品達到形神兼備的最高境

界。

“剪影”藝術傳承人劉期培。

劉期培剪影作品《春天的故事》。1990年，劉期培

受邀來到廣東，輾轉香蜜湖、深圳民俗村，扎根深

圳。

劉期培的剪影過程具有表演性，動作迅速、表情豐

富，最短七秒完成。

“ 剪影 ”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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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美術百花園中的一朵小花

　　剪影創作的觀念和技巧都是通過代代相傳而遺留下來的，具有濃厚的傳統藝術特色和悠久歷史的印記。因此，

對剪影的保護、研究和傳承，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剪影是一門精細的手工藝術，需要一定的天賦與較長的習藝周期，在劉期培的努力下，更多年輕人走入剪影藝

術，其嫡傳弟子李麗、韋付印、女兒劉雅潔等在剪影藝術領域中開始嶄露頭角、獨當一面。

“ 剪影 ” 藝術

剪影藝術需要多年的鑽研學習，圖為傳承人為徒弟們講

解剪影運刀方法。

師徒同剪一人，切磋技藝。

一紙一剪刻畫人物“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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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 傳 的行 ， 前 是 、 傳 為主， 相傳。 的傳 具

作 藝主要 中在 前 一 ， 表性 作 有 、 隆 、 、 。

　　 成， 年，“ 具 作 藝”具有 表性的一 隆 的 傳 。 事

具 作 年， 傳 ，能 作 具 ， 有 具 。

的

　　傳 的 具 作 藝 ， ， ， 化 ， 、 、 、

、上 ， 年 不 。

　　 對 具 作 有 的 年 ， 、 具的傳 作

、 作圖紙、 ， 具的 、 作 具、 藝 。

的

具 作 藝 傳 成。 傳 ，不 不

， 神 。

是 成 意的作 ，內

還 。

成 年 的 作 。 目前， 傳 法 作 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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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折射寶安農業發展史

　　文業成從學徒到師傅，再到非遺傳人的經歷折射了深圳這座城市的農業發展史。經調查考證，深圳（原寶安

縣）木器農具製作經歷了從個人木器鋪生產作坊到解放後成立寶安縣第一家農具廠，已有200多年歷史。

　　松崗的木器農具製作多元化、品類多，使用輕便耐用、一器多用、實用性強。其次，製作原材料就地取材，反

映當時的深圳本地農民勤勞節儉的生活品德，刻苦耐勞、敢於創新的文化品格。

木工工具種類繁多尺寸各異，打開工具盒如打開一個百寶箱。

文業成收藏了200多件農具家具和製作工序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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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京城，扎根深圳

　　內畫藝術的產生源於畫鼻烟壺，始於明末清初。傳承人王一帆出

生於“內畫之鄉”河北文安，自小對內畫藝術耳濡目染，師承“內畫泰

斗”王習三先生。1992年，王一帆應邀南下傳播內畫藝術，從此扎根

深圳。

　　內畫有人物、山水、花鳥、書法等各種題材，在口小如豆的瓶內反

手繪製精妙入微的畫面，此乃鬼斧神工之作，如若不是親眼看見，我們

很難想像萬丈江山，就藏納在這不及巴掌大的鼻烟壺中。

 外有山水，“內”有乾坤

　　“內畫”藝術分為“京、冀、魯、粵”四大流派。在“內畫”剛興起的時候，繪畫主要採用的中國傳統繪畫技

巧，主要依靠毛筆勾線點染。 “深圳內畫”吸收了多個流派的特點，色彩逼真，墨色典雅。

　　王一帆在繼承王習三內畫創作技法的基礎上，融入了新的表達方式，繪製出了更多新穎的肖像、動物、名畫系

列，重要作品的創作耗時長達數個月。

“內畫”第四代傳人王一帆。

內畫藝術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是在鼻烟壺內壁採用特製

的變形細筆反向繪畫。

王一帆的“壺盛苑”內畫工作室。

內畫繪製工具，小小的勾筆看似簡單却內有玄機，製作方法絕

不外傳。

王一帆內畫作品《清明上河圖》。



深圳傳統手工藝

內畫精萃，得其“內化”

　　創作內畫時，需要在盈寸天地間做到手指和筆杆揮灑自如，極其考驗一個人的耐性。

　　內畫藝術的精髓在於反複的練習，把技術和藝術吃透，在心中做到真正的“內化”。王一帆技藝傳承有序，除

了兒子、女兒繼承家學，來自海內外的年輕人也拜在他的門下，中華傳統“內畫”藝術在他的堅持下，傳播到世界

各地。

王一帆創立“內畫油畫透壁”技法，在內畫藝術領域逐漸形成

了自己的風格。

人物與動物的毛髮細節以及底色等提升了繪製內畫的難度。



深圳傳統手工藝

于氏風箏

　　風箏是一門有着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民間手工藝。“于氏風箏”傳自傳承人于灝的祖父于清波，于清波

則是跟隨父輩們在山東學習風箏製作。

源自齊魯，植於深圳

　　目前風箏在全國大致分四個流派：京津、濰坊、南通和陽江。京津是傳統的風箏，多按曹氏風箏譜來做，以燕

子為主，做工精巧。南通風箏以板狀加哨子為特色。陽江是風箏之鄉，以做龍為主。于灝致力於深圳的風箏成為中

國的第五大流派，“有傳統的骨架，加上現代的裝裱和創新工藝。”

風箏的四大流派

　　做風箏講究扎、糊、繪、放四技法，即扎製、糊裱、繪畫、放飛。

　　以扎風箏為例，要掌握平衡對稱。北方多烈風，風箏骨架比較多，為的是防止被吹爛；南方風弱，濕度大，風

箏就要做得很輕。

　　風箏綜合了數學、物理、藝術、地理、體育等學科知識，想要很好掌握並不簡單。做風箏是細緻活，刻竹簽，

烤彎，扎起，繪畫等，都需要慢功夫。

講究“扎、糊、繪、放”四技

于氏風箏第三代傳人于灝。 史書記載世界第一隻風箏即誕生於山東，

中國古代哲學家墨子居魯山（今山東濰坊

青州）時曾“斫木為鷂，三年而成，飛一

日而敗”。

風箏上色一般需要重複五至六次，使氊色均勻

自然。

風箏製作工具。 于灝演示風箏骨架扎製過程。



深圳傳統手工藝

　　傳承人于灝不僅精於風箏製作，也對風箏文化有深入研究，2014年，于灝在深圳圖書館開展題為《曹雪芹扎

燕風箏考工志》講座，向讀者講述風箏的起源、流派、製作與藝術欣賞。

　　“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從春秋時期的軍事用途到唐宋時代的民間玩具，再到現代社會將風箏

上升為藝術收藏，風箏作為民間藝術得到了很高的禮遇，成為表現中華文化和人民美好願望的載體。

“風箏”凝聚中國傳統文化與審美內涵

于氏風箏

于氏風箏造型古樸，裝飾面與外在形態組合一體，構圖用線粗獷有力，

疏密適中。

傳統“扎燕風箏”，造型生動，色彩典雅。



深圳傳統手工藝

臉譜面具繪畫技藝

　　臉譜面具是以裝飾性為主要目的，把臉譜圖樣繪製在紙質、木製或者在其他綜合材料的白胚上的一種工藝美

術。臉譜的發展與中國戲曲的發展不可分割，它起源於歷史上的“代面”。 

　　“臉譜面具繪畫技藝”傳承人彭芳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師從南派把子粵劇名伶張福偉、贛劇採茶戲傳統戲劇

的美工許兵。她潛心研究京劇臉譜，川劇臉譜，陝西馬勺，藏式臉譜等樣式，並將臉譜藝術運用到了許多設計作品

當中。

臉譜與戲曲密不可分

　　一張臉譜面具的繪畫過程，包括準備白胚，定點定位，構圖勾線，上

底色，深入繪畫，修改調整及上光油等。

　　隨着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媒介可以讓臉譜附着，例如服裝，屏幕，

行為藝術等。作為非遺新一代，傳承人彭芳講求科學創新傳承，為此，她研

發了夜光螢火蟲系列和光變色系列臉譜等。

流光溢彩的“面子藝術”

“臉譜面具繪畫技藝”傳承人彭芳。 據《舊唐書》記載，約於南北朝時期，就有

“代面”即“假面歌舞”的出現。目前常見

的臉譜以近200、300年間的戲劇臉譜的譜

式為主。

臉譜的繪製工具。 臉譜的繪製工具。

彭芳在精進技藝的同時，不斷追求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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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金石傳拓藝術

　　金石傳拓是把紙覆蓋在器物的紋飾、銘文上，將其拓印在紙上的技藝，

在中國有超過1,000多年的歷史。現存 早的拓本《溫泉銘》為唐初時所

拓。

　　傳承人宋展崇現任職於深圳“金石藝術博物館”，致力於傳統金石傳拓

藝術的保護、教育與推廣。傳拓既保存了文獻資料，又留存了紋飾、造像、

文字的形態，為書法、繪畫、雕塑等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物實物的信息資

料，對學術研究與輔助展覽極其重要。

中國古代的“複製術”

　　金石傳拓遵循傳統古法，十幾個步驟耗時較長，但一步也不能省略。

遵循古法，一步也不能省

傳承人宋展崇。

深圳金石博物館藏品漢代石床。深圳金石博物館位於環境幽深的梧桐山脚，館藏珍貴的石刻文物。



深圳傳統手工藝

中國古典金石傳拓藝術

　　首先清洗石刻表面，使花紋或文字盡可能剔刷清楚，蓋上宣紙，將紙輕輕潤濕；然後在濕紙上蒙一層軟性吸水

的紙保護紙面，用毛刷輕輕敲捶使濕紙貼附在該物表面，隨着它的花紋或文字而起伏凹凸；除去上層紙，等底部濕

紙稍乾後，用撲子蘸適量的墨，在紙面上輕輕撲打，就會形成黑白分明的拓片。

金石傳拓的方法

　　傳承人宋展崇祖籍梅州，十幾年前，他通過家中長輩接觸到傳拓藝術，並為此着迷。後追隨山東傳拓工藝大師

徐夫華學習專業而系統的傳拓技藝。

　　傳拓易學難精，上乘的拓片往往被視為其原作的替代品，是原作的分身和影子。拓片材質輕巧柔韌,待其裝裱成

軸（或冊）之後又能曲伸自如，非常有利於保存、管理、攜帶、移動、展陳和分享。

傳拓易學難精

宋展崇介紹傳拓的方法，包括“平面拓”、

“浮雕拓”、“全形拓”等，其中“全形

拓”難度 大。

傳拓技藝主題圖書。

金石傳拓的工具包括打刷、鬃刷、拓包、

墨板、棉布、木槌、白芨水、氈子、宣紙

和墨水（及朱砂）等。

石刻雕塑的凹凸不規則極大增加了傳拓

的難度。
一方石碑，雪白宣紙，在墨色暈染中拓出歷

史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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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傳統服裝製作技藝

　　陳氏傳統服裝是以經過改良的新中式裝為代表的系列男裝，其製作技藝已傳承近百年，目前主要分布於深圳市

龍華區大浪服裝基地。

　　傳承人陳國雄出生於汕頭潮陽的一個裁縫世家，1978年開始，利用課餘時間隨父親陳耀坤學習陳氏傳統服裝

製作技藝，於1986年前往深圳創立經營服飾品牌。

從一塊布開始的東方美學

　　“一挺、二平、三直、四服、五窩、六圓、七順。”一套新中式裝的完成，需要100多道工序，而口袋和領子

的製作，是工藝中的關鍵所在。

　　一套剪裁優良的新中式裝，要從量體開始。由專業的師傅操作，需測量衣長、總肩寬、胸圍、胸寬等17個部

位的數據。然後是選料，新中式裝一般與西褲配套穿用，多選擇純毛織物為面料；接下來，製圖、製板、剪裁、成

衣縫製，最後是質量檢驗。

長期採用精製工藝

陳氏傳統服裝製作技藝第四代傳承人陳國雄。 身為潮汕人的陳國雄營商有濃厚的宗族觀念，

在父輩影響下學習傳統服裝製作。

陳氏在傳統服裝製作中秉持了中山裝的製作傳

統，同時借鑑西方的服裝造型和製作技術。

新中式裝製作工序複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反

複練習熟練。

陳氏傳統服裝做工精緻，圖為牛角扣。 陳國雄收藏的縫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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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麥金畫，是工藝花畫的一種，是麥秆畫技藝在表現手法上的一個分支。麥秆畫源於我國古代中原地區，已

有千年歷史，是一種完善的藝術形式，利用了天然麥秆的自然光澤和材質，表現花鳥蟲魚、人物風景等，栩栩如

生，巧奪天工。

　　偶然的機遇下，傳承人何俊剛拜上海工藝美術師孫勇君為師。2000年，何俊剛開始扎根深圳，練習技藝的同

時，在題材中注入深圳特色，製作麥金畫荔枝、清湖三界廟神像等作品。

源自中原，生於深圳

　　深圳麥金畫，變廢為寶，取材於田野之間隨處可見的麥秆，經剖、刮、拉絲、貼、剪、燙、粘貼等幾十道工序

精心製作而成，是麥秆畫工藝與工筆劃、剪紙等藝術的完美結合。

生長於田野，綻放畫紙間

“深圳麥金畫製作技藝”傳承人何俊剛。

何俊剛作品《觀音》。

傳統麥秆畫原料為小麥秆，麥金畫則使用大麥

杆，光澤度和韌性更好。皮薄、質軟，在後續

加工環節更容易拉出麥金絲。

不同於傳統麥秆畫以大塊拼貼、烙燙、染色為主

的製作方法，麥金畫吸收了工筆白描、刺綉等其

他美術工藝的特點。

刨開刮平的麥杆在光線下呈現出明亮的色澤。

深圳麥金畫製作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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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人何俊剛是“80後”，出生於河南洛陽。在麥田裏長大的他，

仍記得自己的第一幅麥秆畫作品，一幅“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簡

字畫。麥收傍晚時分，閒話家常時，取些麥秆，裁剪拼凑成各種圖案，

這就麥秆畫最初的存在形態。

藝術源於生活的最好詮釋

　　據考證，小麥最先是由西亞通過中亞進入中國西部地區。春秋時期，麥子早已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司空見慣的農

作物。隨着小麥的引入，麥秆畫這種民間藝術就隨着產生。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麥秆畫，是秦懷王墓發掘時出土的。

麥秆作畫的悠久歷史

何俊剛以麥秆入畫，讓生活的詩意得以延續。

深圳麥金畫製作技藝

何俊剛作品《蓮年有餘》。麥金畫作品精緻細膩，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