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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河北省工艺美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有20余类，50多个品种，在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
尤其是近年来，又涌现出了大批新的工艺美术品种，独树一帜。
为更好的保护、传承河北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河北省民俗博物馆不断加大征集力度，将具有较高
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代表河北省工艺美术现阶段最高水平的作品系统征集入藏。
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高水准的藏品体系。
此次选取其中部分项目结集出版，不仅能够提高读者对当代工艺美术的了解，还可以使读者感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文化内涵及艺术魅力。
对于宣传河北工艺美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必将会起到推进作用。
本书内容分两部分，首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相关工艺形成历史、工艺特点、发展状况等，后半
部分为图录配诗或小散文形式，给读者以视觉的冲击和美的感受。

　　内画艺术源于内画鼻烟壶的绘制，其选材丰富，造型别致，更是与书法、绘画、雕刻等中国传统
艺术相结合，可谓是匠心独运，妙笔生辉。
而冀派内画传承有序，大胆创新，立意新颖，以其设色精润、书画并茂、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为艺坛
、藏界所推崇，在中国当代内画艺术的创新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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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内画艺术溯源　　说起内画艺术，首先会想到的是鼻烟壶。
作为内画艺术的最初载体，鼻烟壶曾是盛放鼻烟的专门用具，自清初产生之后，便与中国传统艺术相
结合，逐渐发展成为集历代文化艺术精华于一体、汇多种工艺变化于一身的艺术品类，并以其小巧独
特的艺术造型、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千奇百怪的质地原料、绚丽精美的工艺而驰名中外。
特别是在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鼻烟壶更是成为社会地位、身份、财富的象征。
当时用于制作鼻烟壶的材质很多，金、银、铜、瓷、玻璃、玉、松石、玛瑙、碧玺、水晶、翡翠、珊
瑚、象牙、琥珀、竹木、葫芦、紫砂、果壳等应有尽有。
造型更是变化多端，除基本的扁壶式外，仿植物造型的有荔枝、佛手、石榴、茄子、苦瓜等式样；仿
动物造型的有仙鹤、鹰、鱼、龟等，惟妙惟肖，题材更是广泛多样，花鸟鱼虫、山水草木、亭台楼榭
及吉祥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
特别是晚清出现的内画鼻烟壶，更是以其“鬼斧神工”的艺术魅力为日渐衰落的晚清工艺增添了一抹
　　余晖。
　　内画鼻烟壶是鼻烟壶中的后起之秀，关于它的产生，流传最广的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在清代乾隆末年，北京一位有吸鼻烟嗜好的文人，家道中落后，生活十分拮据，无钱购买鼻
烟过瘾，便拿来以前使用过的玻璃鼻烟壶，用竹签掏挖沾在壶壁上的烟垢来解瘾，无意中发现烟壶内
壁上刮过的划痕竟似一幅竹兰图，深受启发。
于是他试着用一根弯竹签蘸上颜色，伸入到透明的玻璃鼻烟壶内壁上进行绘画，从而发明了内画鼻烟
壶。
另外，也有的研究学者认为，内画鼻烟壶是在清代嘉庆年间，由广东新会一位名叫甘桓的年轻画家发
明的，又有学者进一步考证，甘桓真名甘文，他创作的内画鼻烟壶，敷色以墨地为主，以淡素的颜色
进行衬托，题材广泛，创作时代主要在嘉庆、道光时期。
　　创作内画作品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质地透明或半透明的原材料，二要熟练掌握和运用背画
技艺。
关于原材料，我国在清中期已使用水晶、玻璃、玛瑙等制作过大量鼻烟壶，至于背画，我国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便出现了印章，而印章的制作便是在印材上刻写反字而成，而兴起于欧洲的玻璃绘画，就是
在透明或半透明的质地上，反面进行绘画的技艺，据《中国十八世纪出口艺术品》记载，当时欧洲背
画技法已经影响到清代宫廷及广州等地，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郎世宁等西洋画家制作的玻璃画，便是
采取背画技法完成的，如此看来，我国制作鼻烟壶的匠师们也许是受到背画艺术的启发才创造出了内
画鼻烟壶，确是不得而知。
　　内画鼻烟壶的确切创始时间一直未有定论，到清末民国初年达到鼎盛，历经旧社会的坎坷、新中
国的复苏、“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振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在各地内画艺术家的不断创新、发展、融和中，由于地域不同、风格各异，内画艺术先后形成了以京
、鲁、冀、粤为代表的四大流派。
　　京派·北京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王朝的皇都，百业兴旺、人才咸集，经济文化发达，孕育出内画鼻
烟壶艺术有着必然性，内画画工们汲取京都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渐形成了诗、书、画、印并茂的京派
艺术风格，内涵悠远、意境无穷、笔力严谨、画风苍劲。
当今的内画各派均起源于北京。
清末民国时期京派内画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丁二仲等。
　　周乐元是内画鼻烟壶创作的一代宗师，在文学与绘画方面有较高的造诣。
他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将绘于宣纸上的景物逼真地浓缩在寸天厘地的鼻烟壶内，以高雅的意趣和饱
含生活激情的笔墨提高了内画的品位和格调，开辟了内画艺术的崭新境界。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其中尤以写意山水为最，技法精湛、格调高雅。
同时，周乐元的里书也极佳，画中多有题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修养。
　　马少宣内画烟壶最鲜明的特点是书画并茂，富有诗情画意。
其绘画题材也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尤以肖像画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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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绘人物肖像特别是京剧人物，多用墨彩，人物的性格、神情栩栩如生。
尤善绘谭鑫培饰演的《定军山》中的黄忠形象。
同时他成功地将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再现于小小的鼻烟壶中，成为内画工艺的又一创举。
　　叶仲三是清代末年闻名京都的内画大师。
他的初期作品以仿周乐元为主，稍后便形成了以浓郁的墨色作画的独特风格。
作品题材丰富，尤以描绘中国文学名著、历史故事人物见长。
其作品在施色方面更是别具一格，以大红大绿为主，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具有浓郁的民俗气息。
　　丁二仲自幼博览诗书，通晓六艺，作品博雅深邃，出手不凡，内容多以描绘绮丽的山川居多，用
笔遒劲泼辣，娴熟洒脱，笔润墨精，直逼宋元。
保持高度的“文人画派”风格，显示了其卓越的艺术功底。
　　鲁派·清光绪年间，北京的内画鼻烟壶工艺传到了琉璃之乡——山东博山。
画师毕荣九利用本地生产的高级琉璃水晶料做壶坯，开始制作琉璃内画鼻烟壶，成为博山内画艺术的
创始人和我国内画史上的一代名师。
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博山人王凤浩在周乐元那里获得了内画鼻烟壶工具，回博山后开始了内画探索，并
形成了鲁派内画艺术。
鲁派内画作品的常见题材有水浒“一百零八将”、“百骏图”、“百兽图”等。
作品粗犷豪放、风格泼辣，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民国时期，随着卷烟、水烟、旱烟的兴起，鼻烟萧条，鼻烟壶的存在也受到威胁，并濒临灭绝，
只是作为一种鉴赏品、艺术品或古董而被保存下来，而内画鼻烟壶的生产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完全停
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恢复。
河北衡水的“冀派”、广东汕头的“粤派”都出现于内画艺术复苏后的20世纪60至70年代。
　　冀派·冀派内画艺术的发源地在河北衡水，故也称“衡水内画”。
其创始人为王习三先生，他师承清末著名内画大师叶仲三之子叶晓峰、叶祺兄弟。
在继承京派厚朴古雅的风格基础上，糅进鲁派细腻流畅的传统画法的同时，又将国画皴、擦、染、点
、勾、撕等技法引入内画，并大胆采用油彩进行创作，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水彩作画的局限，使冀派内
画的图、形、神兼备，形成了精皴细染、造型准确、风格典雅等艺术特点，尤其是在肖像题材方面的
创作上更是非常突出。
　　粤派·粤派内画源于广东汕头，创始人为吴松龄。
粤派内画作品大多为有地方特色的圆形花瓶式器形，以艳丽的色彩和装饰风格著称于世，装饰图案满
密繁缛，用笔用色以岭南派国画、“广彩”瓷器装饰为基础，用描金和珐琅彩作器外颈、肩、胫部的
边饰。
又把京派工笔重彩的特点融为一体，形成了多姿多彩、富丽堂皇的艺术风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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