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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gar painting is one of the Chinese folk traditional arts and has about five hundred years of de-
velopmental history,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ianjin is an important place whe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ath-
ers and also has its distinct features of the local culture, which includes sugar painting.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origin of sugar painting,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basic tools and steps required to 
paint sugar painting, and analyzes emphatically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at sugar painting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troubles 
that sugar painting meets, the solutions of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sugar painting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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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画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一种，有着近500年的发展历史，为推动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

显著作用。天津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集聚地，并拥有许多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其中就包括糖画。

本文从糖画的起源为切入点，叙述糖画制作需要的基本工具及其步骤，重点分析糖画作为民俗文化的代

表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根据当前糖画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糖画传承和发展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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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画，顾名思义就是用糖做成的画，民间俗称“倒糖人儿”、“倒糖饼儿”或“糖灯影儿”[1]。它

是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民间画种，是非常独特的街头艺术，它亦糖亦画，可观可食，因而是深受百姓

喜爱的食物和玩具工艺。说起糖画的起源，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根据天津糖画艺人张福海口述：糖画

最初的名字是糖皮影儿，是明代神机妙算的刘伯温创造，据说当年朱元璋赢得天下后要杀功臣，刘伯温

早有意料，于是他逃到民间，冒充糖画工匠，并且作为行业，直到终老[2]。自此以后，制作糖画的技艺

就传了下来，又经后人发展，然后传播到全国各地。另外还有一则关于糖画起源的民间传说，即唐朝大

诗人陈子昂喜爱吃黄糖，但吃法与众不同。他将黄糖融化，倒铸成各式动物、花卉的图案，一面欣赏一

面实用，自觉十分有趣，此后这种新奇的吃法便流传于民间称为如今的糖画[3]。 
糖画制作所需的原材料为蔗糖，造型上分为平面糖画和立体糖画两种。这些用糖做的“画”不仅好

吃，更加好看，并且蕴含了百姓美好祝福的愿望，受到了民间的喜爱。糖画的创作题材多为戏曲人物、

吉祥花果、神话人物、飞鸟走兽等[4]。目前北京、天津、成都、上海等地的庙会、古文化街，依然可以

见到糖画艺人现场制作，售卖糖画。天津糖画的主要特点是精巧逼真，有别于全国其他各地的糖画。一

方面天津糖画融合了天津传统的风俗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另一方面天津糖画经过历代传承形成

了别具匠心的风格，受到民众特别是小朋友的喜爱。 

2. 糖画的制作步骤 

除了创作手法、题材选择，天津糖画在制作时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糖画制作相比，在选用工具、制作

工艺上没啥区别。一般糖画制作所用的工具大部分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只有少部分需要经过特殊加工制

成。糖画的发展之初是传统单一颜色、平面的，然后逐步出现丰富色彩的立体糖画。为了适应糖画的发

展，制作工具也由原来的单一品种、造型简单，发展到出现多种风格和样式，有些工具兼具多种功能，

适合平面糖画和立体糖画的创作。一个完整的糖画作品需要经过以下三道工序，具体为： 

2.1. 准备工作[5] 

化糖工具：炉子、平底锅。早期民间采用的炉子为炭炉，发展到今天普遍采用简单便于操作控制的

煤气炉、电磁炉；平底锅采用导热较好且均匀、不易冷却的铜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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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具：喜爱糖画的消费者自主选择图案的转盘，钢质、不易折断、富有一定的弹性、大小适宜

的铲子，抛光度好的大理石板，糖稀冷却的工具，另备好白砂糖、清水、竹签、勺子、靶子等备用。 
造型工具：钢制、具有一定硬度的压糖铲；铜质手勺、铜质刮糖铲。 
特殊工具：在制作一些立体糖画时仅限于上述的工具是远远不够的，其他工具也不必特殊打造，生

活中的日常工具用品，按照艺术作品的需要都可以拿来使用，根据民间糖画艺人的习惯不同，所用工具

也不尽相同，这些朴素的工具只要是用得顺手即可。 

2.2. 熬制糖稀[6] 

糖画制作重要的一步是熬制糖稀，糖稀粘稠度的控制取决于火候，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火候太

大或太小会影响糖稀的本质结构。糖画的初学者需要反复试验，才能掌握技巧，熬制出粘稠度恰到好处

的糖稀。学做糖画，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才能掌握要领，熬制出晶莹透亮、稀稠合适、成型好的糖稀来。

把一个铜锅放在火上，加入适量清水，再放入白砂糖。水与糖的比例一般是 2 比 1。糖放好后，用勺子

轻轻搅拌一下，利于糖的溶解，也防止粘底或者焦化，让糖稀一直处于流淌状。这是传统糖画熬制糖稀

的成分，现代糖画的糖稀在工艺配方上作了改良，一是在熬糖时加入微量食盐；二是放入适量钙盐(氯化

钙等)，目的是做出的糖画柔韧性更强，不易受潮。 

2.3. 制作糖画 

以勺为笔、以糖为墨，是制作糖画的形象描述。在大理石板上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便于糖稀冷

却凝固后能被轻松的揭下来。用钢质手勺舀糖，在大理石平面上作画，画好了之后在糖画上粘上竹签，

略微冷却后用铜片铲起糖画，这是最为简单的平面糖画的简易工序，但实际立体糖画的工序更为复杂。 

3. 糖画作为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民俗文化来源于市井民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揭示民俗文

化的形成、发展及其传承保护是当前艺术理论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民俗文化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与

设计美学思想、心理学、民族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探索认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不仅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和地域艺术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提供了资料

和线索[7]。 

3.1. 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 

糖画源起于民间、盛行于民间，形成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劳动人民的智慧发明出来，所

用工具也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与人民的民俗生活息息相通。天津糖画融入了天津的风俗、地域特征，反

映着市井风貌。天津糖画与杨柳青年画在创作手法上有点类似，由此可知天津糖画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

杨柳青年画的创作手法，形成了具有天津风格的民俗文化。糖画的制作与销售多为街头巷尾，由于客观

因素的制约，糖画发展的处境比较困难，目前天津这种民间技艺也并不常见，天津古文化街、意式风情

街等最具天津特色的景点仍可见到，糖画中以龙、凤、鱼等为题材的吉祥图案更受到欢迎，这来源于中

国人独特的文化积淀和凝聚，深藏于人民的潜意识之中。 

3.2. 符合民族的审美传统 

糖画艺术属于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对于它的审美赏析要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也要符合民间百

姓的审美角度。除了象征着如意吉祥的美好题材，糖画艺术中运用的精湛技艺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另一

重要原因。糖画艺术创作反映的是民俗生活，与作画类似，不同的是糖画艺术作品中的笔墨是生活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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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食物。以铜勺为笔，以糖液作墨，凝神运腕，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抖、提、顿、放，动作时快时慢，

时高时低，随着缕缕糖丝飘下，诸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的

眼前。形态各异的糖画表现出和谐、对称、祥和、饱满是民间艺人艺术创作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糖画

艺人在创作糖画时，从创作题材的选择、工艺表现技法上有不同的设计和构思，力求将中华民族传统的

文化通过视觉艺术完美地展现出来[8]。 

3.3. 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 

糖画被作为一种谋生的技艺，它不但属于传统的手工技艺，更是反映一个区域、一座城的民俗文化，

糖画不论在哪一个地方生根发芽，它所形成的特点各不相同，这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糖画已经成为天津的特色，一种特殊的文化，不仅天津本土视为文化珍宝，更是

被当作一种天津旅游文化标志。如今，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糖画艺术也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型的文化、

旅游和经贸活动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潜力无限的经济价值。 

4. 糖画的传承与发展 

4.1. 天津糖画艺术的现状与问题 

由于糖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在信息基础高度发达的社会，糖画已经

失去了正常发展的土壤。目前，天津糖画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加上宣传的力度不够以及人们物质生活越

来越富裕，有了更新的最求，对传统民俗艺术慢慢失去了兴趣。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后，整

个社会对于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晓度和认同度普遍上升。现在以糖画作为维持生计的糖画艺人屈指

可数，从事糖画创作的民间艺人一般年龄在 40 岁以上，这些民间艺人一般都是自小开始传承糖画的技艺。

由于不得不面对糖画艺人收入过低这个现实状况，使得他们不得不改行，只有逢年过节、赶庙会时才会

出去销售糖画。 

4.2. 推行民俗文化保护工程，走进校园有序传承 

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有别于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创作，它是流传于市民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艺术，作者

大多是勤恳的农民或实在的工匠，所以它的体裁、形式、内容、材料与华丽、复杂、奢华的宫廷艺术、

抽象与丰富内涵的文人艺术有很大的区别。民俗文化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

民间艺术作品的创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需要，它反映的是人民的淳朴之美和质朴的审美观念。民俗文化

的延续和传承需要一种具有高度“熟识度”的文化氛围，要营造这样的氛围比较困难，在现在的 90、00
后眼里，诸如糖画这样的民间艺术，算是一种“古董式”的艺术，神秘而罕见。提高民俗文化的“能见

度”是民俗艺术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基础，推行民俗文化保护工程，让民俗文化形式走进课堂，培养孩子

们对民俗艺术文化的感情，提升她们的家乡荣誉感和自豪感。将民俗艺术文化融入孩子们的艺术课程，

让其正确的认识对待多元的文化和艺术形式，丰富孩子们的课程内容，通过课程上的欣赏。制作、创作

的过程，让孩子从小接触我们的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使他们成为传承民俗文化的中坚，发展的依

托。 

4.3. 提升糖画艺术的保护意识，使其活态发展 

以糖画艺术为例的天津民俗文化活态传承是民俗艺术保持本源性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途径，《民俗文

化与民俗生活》中提出:“民俗是一个整体现象,看中的不是被榨干了生活液汁的民俗事象,而是活生生的民

俗事件；不是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而是作为生活事实的民俗”[9]。糖画艺术是“民间艺人的艺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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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托于民间百姓的智慧和创造力，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将民俗文化陈列在高围墙的博物馆里，更像

是筑造了一座高不可攀无形的城墙，将鲜活的民俗文化与“与世隔绝”，让其失去活态的特质，正如人

离不开氧气一样，民俗文化也需要使其保鲜的抗氧化剂。民俗生活是动态的,糖画艺术也是动态的。糖画

艺术的珍贵，并不在于制作了多少艺术品去陈列展示在某个精致的展柜中，而是在于民间艺人通过精彩

的制作过程，吸引和愉悦周围的观众。只有将民俗文化至于民间，才能够真正的体现出，民俗文化的丰

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5. 结论 

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民俗珍贵的文化遗产，天津糖画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为了延

续承载着民俗精神的糖画艺术，就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合理保护和传承。糖画等民间艺术形式依托民俗

而生，它所具有的民族性、多样性、独特性决定了保护方式也是要多样的，民俗文化要传承、要发展，

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才能开拓出一条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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