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炭雕是一门技术熟练的工艺，一般都是把炭磨成粉，调
入粘合剂，使用事先做好的磨具进行浇筑，晾干脱模上色就
可以了。因为渔民画需要制作大尺寸的作品，不方便制作磨
具，就直接将炭粉调和丙烯颜料在画板上创作，也可以做出
浮雕效果，晾干以后再用各种颜色的颜料进行上色，成品效
果美观，装饰功能显著。

材质：木盘，炭粉。
制作工艺：磨炭为粉加丙烯颜料和清水调和成糊状备

用，木盘精细打磨三遍，用铅笔在木盘上构思画稿，然后按照
画稿再把调好的炭粉糊用毛笔对色块进行填充，整体完成一
遍以后晾干再进行第二遍，以制达到浮雕效果为止，最后晾
干上色完成。

6、炭雕渔民画

《木盘炭雕渔民画》2015年海峡两岸文化博览会工
艺美术精品奖银奖 作者：张斌恒（藤壶文创工作室）

4、铜雕渔民画

铜雕产生于商周，是以铜料为胚，运用雕刻，铸塑等手法
制作的一种雕塑工艺。铜雕艺术主要表现了造型、质感、纹
理的美，多用于神秘的宗教题材。普陀渔民画运用铜雕的凿
刻工艺、平面雕刻，创作了铜雕渔民画。

作品的材质是一块2毫米厚度的铜板，30?30厘米正方
形，作品构思题材来源于海岛渔村的夫妻二人,在退潮的滩
涂上开心的捡着贝壳和海鱼的一个场景，

制作工艺：构图运用了剪纸工艺手法，使用了钛钢雕刻
刀一点一点凿刻，把黑色部分凿刻掉，突出铜板色的主体，最
后把铜板打磨光滑，高温喷火枪火烤做旧。

铜雕渔民画《和》2019年非遗薪传奖传统工艺（金
属工艺大展）作者：张斌恒（藤壶文创工作室）

2、木刻渔民画

东阳木雕非常精美漂亮，但把木雕工艺融入到渔民画
中，需要新的工艺和手法。通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摸索，作者
结合了剪纸的镂空技法、东阳木雕的雕刻技法、大漆工艺的
磨漆技法、木刻版画的平面雕刻技法、渔民画的满构图技法，
结合书法字体，创作出了独一无二的木刻渔民画作品。

材质：3厘米厚的实木板。
制作工艺：铅笔构图，东阳木刻刀雕刻，火烤去毛刺，砂

皮打磨，抛光刷子打磨，上环保大漆三层，晾干打磨光滑，最
后大红色漆上色两遍，最后晾干打磨光滑。

木刻渔民画《捞》 2019年第九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
精品博览会金奖 作者：张斌恒（藤壶文创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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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的刺绣是舟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陆
彩虹在传统刺绣的基础上，独创了刺绣渔民画，大气的配色，
精湛的制作工艺，独特的普陀渔民画造型，让她的作品更加
的具有神秘气息，制作出的第一幅普陀渔民画刺绣作品《渔
绳呈祥图》。

材质：亚麻布，棉线。
制作工艺：以纯手工靛蓝植物染草木染纯棉布料为绣布

底料，绣线为全棉绣线，运用各种刺绣针法进行了创作性绣
制。用刺绣技艺中的各种针法生动形象地来显示出画面线
条,有传统的拉锁针、打籽针、直针、滚针、辫子针等，还运用
了自己特有的各种特有的针法来创作画面，整个画面粗犷奔
放，色彩丰富，针法独特。

5、刺绣渔民画

刺绣渔民画《渔绳呈祥图》2018年海峡两岸文化博
览会工艺美术精品展中国工艺美术金奖 作者：陆彩虹
（舟山市普陀区虹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渔民画是我们舟山群岛的一个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内涵
承载着千百年的生活积淀，承载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古今艺术的文化
交流和文化自信，让人向往美好的
未来，随着物质生活的需要和科技
的发展，传统的手艺最容易被破坏
和遗忘。

普陀渔民画也是一样，只有不
断的结合传统手艺和创新才可以不
断的发展和传承，《考工记》里面有
这样一句话：“天有时，地有气，材有
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制作工艺，
一定要结合天时，取材要精美，做工
要精致，只有结合了这四点，这件作
品才可以称为优秀的作品。

普陀渔民画的改革和创新主要
有以下四点：

新——设计的作品要有新意
美——设计的作品要美观大方
变——设计的作品要品种多样
异——设计的作品不和别人

雷同，要有自己的灵魂

以上4点是创作的核心，同时也
是本质和源泉，一个好的创意是让
自己的作品和技艺达到更好的市场
效益，也可以让更多人赞许和认同。

普陀渔民画最初是在宣纸和铅
画纸上创作，因为海岛的气候比较潮
湿，创作的画作时间长了不太容易保
存，而且市场销售价格也不高，制作也
比较普通常见，和许多全国各地的农
民画都是一个绘制技法。为了打开创
作者的眼界，普陀区政府和有关部门
负责人带领做渔民画产业的企业和公
司参加全国各地的文化博览会，参观
各种博物馆，由此学到了很多传统工
艺的制作方法，比如木雕、铜雕、漆画、
景泰蓝、剪纸、刺绣、烧瓷技艺等。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潜心研究，运用各
种传统工艺手段，普陀各文创企业陆
续创作出了木刻渔民画、铜雕渔民画、
炭雕渔民画、沙雕渔民画、刺绣渔民
画、大漆渔民画、瓷板渔民画、麻筋渔
民画、铝雕渔民画和贝壳粉渔民画等
创新产品，各种创新的作品在每年举
行的工艺美术领域比赛或展览中都获
得过金、银、铜奖项，为普陀渔民画在
一个新的领域内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
评价。

海沙渔民画，不仅秉承了传统农民画的丰富色彩，而且
还开创了渔民画的独特风格，作者喜画鱼、画船、画大海，这
也源于他独有的海上丰富的劳动生活经历，真正来自于生活
的艺术。

材质：舟山独有的细腻干净的海沙。
制作工艺：首先在厚实的质量考究的画布上设计独特的

画稿，海沙和丙烯颜料调作为绘画的载体，在精美的画稿上
一点一点的粘贴，晾干以后逐步加厚，达到合适的浮雕效果，
最后精细上色，完成以后的作品工艺精湛，画风大气，所以海
沙渔民画作品被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韩国世
博会等多家机构收藏。

1、海沙渔民画

海沙渔民画《带鱼汛》中国义乌第十一届国际文化博览
会金奖、中国桦甸全国农民画展特级收藏奖 作者：蒋德叶
（舟山市蒋老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麻筋渔民画，运用穿插法与互动法等技法糅合使作品与
众不同。作品运用麻筋为主材料，麻筋是以前渔民们用在船
缝里堵漏用的，用这种载体来表现舟山的渔家风情，作者的
想法非常的独居慧眼，原生态作品简洁大气，海洋文化气息
浓郁。

材质：造船的时候用于补缝隙的麻筋，丙烯颜料。
制作工艺：把麻的纤维碾成粉状，混合丙烯颜料，大胆的

使用了民间彩绘工艺，使颜料和麻筋的比例有效融合，太湿
了不够饱满，太干了又会使画面过于呆板，层层粘贴和叠加，
使其达到明显的肌理感，立体的麻筋颜料让画面形成一种浮
雕效果，使作品更具古朴粗犷，夸张豪放。

3、麻筋渔民画

麻筋渔民画《启航》第九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
览会获银奖 作者：郑红飞（舟山有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漆画是我国漆艺传统在当代的一种新发展，在传承八千
年漆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当代艺术概念与手法，经过几代
艺术家的开创性探索与实践，中国漆画艺术得到空前的繁荣
发展，把漆画艺术运用到渔民画当中，也是我们普陀渔民画
的又一种艺术技法。

材质：大漆，蛋壳。
制作工艺：在预先制作好的大漆画板上设计好精美的画

稿，按照画稿叠加调制好的色漆，最关键的是带鱼上的蛋壳
粘贴工艺，需要万分的细腻和耐心，才可以保持带鱼的栩栩
如生，做出来的效果生机勃勃，活灵活现，但创作过程非常繁
琐耗时。主要运用了镶嵌、罩明、莳绘、彩绘、变涂、堆漆、打
磨等工艺。

7、大漆渔民画

大漆渔民画《红红火火》 第一届舟山市工艺美术展
优秀奖 作者：蒋朦玮（舟山市蒋老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铝雕是新型的生态装饰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艺美术，中
式装饰中常用到铝雕，铝雕的最大特色就是使用寿命长，雕
刻更为生动，画面朴实。

在原有渔民画基础中加入铝片和木片材质，作品有很强
的银质感和浮雕感，使画面更具立体和视觉冲击力。

材质：铝片、木屑、实木料。
制作工艺：在2厘米厚度的实木板上设计好画稿，再按

照设计稿上的大小比例在铝板上雕刻出人物、渔船等造型，
使用手法有刮、凿、剪、刻、按、锤等，然后用特制胶水粘贴在
画稿上，天空和海水部分用木屑调和丙烯颜料涂刷，作品整
体保持铝板的原来色彩不变，突出铝板的银质美。

8、铝雕渔民画

铝雕《出洋》 第九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
会银奖 作者：谢善法（舟山市渔叟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贝壳粉是用牡蛎、河蚌、蛤蜊等外壳经过粉碎加工而制
作成粉状物，属矿物质补材料，多用于化妆品、禽畜饲料、内
墙装饰材料等，结合它无毒无害可以作为墙体涂刷的特性，
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贝壳粉渔民画作品。

材质：贝壳粉。
制作工艺：挑选优质的贝壳，用粉碎研磨机打磨成粗颗

粒粉状，用清水洗净，用特殊环保无毒粘合剂调和成糊状待
用。然后准备好优质加厚的油画成品木框，在画板上设计出
预想考虑好的构图，再把调制好的贝壳粉用毛笔通过涂抹、
粘贴、堆积，逐步加厚，突出主体的浮雕效果，最后晾干上色。

9、贝壳粉浮雕渔民画

贝壳粉浮雕渔民画《复工复产》15届中国义乌文化
博览会工艺美术银奖 作者：李芝琴（舟山市普陀区渔悦
画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