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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饽饽磕子7000余件
三四十年前，胶东家家户户

过年都用“饽饽磕子”做花样馒
头，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但这些磕
子在逄焕健眼里，却是难得的宝
贝。逄焕健说，1969年春节回老
家，见到奶奶做馒头用的“饽饽磕
子”，觉着好玩，开始收藏磕子。
2005年，逄焕健在韩国发现，一家
酒店居然用中国的“饽饽磕子”在
一面墙上制作了一幅巨大的壁
画。自此，逄焕健有了收藏“饽饽
磕子”的紧迫感。经考察，我国的
饽饽磕子主要产自胶东地区，这
给逄焕健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时
为得到一个有收藏价值的饽饽磕
子，逄焕健不惜与竞争对手竞价，
一定要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他
在2009年就收藏了5379件饽饽磕
子，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证书，成为名副其实的收藏中国
面食印模“第一人”。迄今，他已收
藏了7000多件“饽饽磕子”。

老逄的饽饽磕子都被分门别
类整理，精心放在一个个箱子里。
大的足足有磨盘这么大，而小的
却只有人的小拇指头肚大小；图
案纹饰更是花样繁多、异彩纷呈，
猴子、老虎、狮子、马、鹿、龙、鸡、
燕、凤、鸟、鱼、虾、蛙、蝉、寿桃、石
榴、佛手、南瓜、荔枝、茄子、莲花、
莲蓬、向日葵、百合等不一而足，
既有常见的传统艺术纹样，又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意象对应图案。
在用材上以木质为大宗，其次为
陶质的，再次为石质、玉质、砖质、
锡质等材料的。

“石榴”饽饽磕子非常多，老
逄介绍，石榴多子，渐而成为祝福
婚后多生子女的象征物。相传北
齐安德王到李妃娘家赴宴，李妃
娘就以两个石榴相赠。唐宋以来
以此为赠品，祝愿多子多福之风
俗甚盛，石榴印模也就应时而生。
胶东旧时的婚俗中，男女双方定

亲换帖后，女方送给男方的礼物
中，必须要有印模制作的面石榴，
八个或十个，让女婿吃一个，其余
的分送给邻里或亲朋，以表示孩
子定亲了。男方在迎娶女方时轿
内也必须挂上一对面石榴。这种
专为结婚用的石榴面食印模，都
是成双成对的。

“蝙蝠”饽饽磕子也很多，它
是“福”的象征。以“荔枝”为题材
的亦不少见，是取其“利子、立子”
的谐音，以音表意。此外，还有象
征“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和象
征“四君子”的“梅兰竹菊”饽饽磕
子。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的饽饽
磕子，也多姿多彩。如“嫦娥奔
月”、“鲤鱼跳龙门”等。

“我收藏的大量千姿百态的
胶东饽饽磕子证明：南方米、北方
面，在北方，山东不仅是一个面食
大省，而且在面食艺术上也独树
一帜。多年来素有‘面食文化，尽
在三晋’的说法，那么山东的面食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是个什么地
位，有待商榷，这是一个崭新的研
究课题。”逄焕健说，胶东饽饽磕
子在胶东民俗生活中也有着很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胶东地区
历史最悠久、持续性最强的一种
古老而又不断出新的面食文化民
俗事象，渗透在胶东民俗生活的
四时八节以及许多重大的礼仪活
动之中，如春节、清明节、七月七、
中秋节、盖房上梁、婚礼、生日寿
诞等都有专门的饽饽磕子，囊括
了人生各个生活环节，以至于日
常生活中到处都有它的踪影并且
流传至今。

想建一个“食印”博物馆
收藏饽饽磕子获“大世界吉

尼斯之最”证书，不仅引来了啧
啧的惊叹声，也为逄焕健赢得了

“收藏狂人”的称号。收藏界人士
纷纷感叹，搞民俗品收藏也能搞
出个名堂！青岛市社会科学院院
长、市社科联主席、学者徐万珉
先生专门为此主持召开了“中国
历代面食模具暨胶东民俗文化
遗存饽饽磕子藏品”专家鉴定
会。2010年，山东省民俗学会与
齐鲁晚报联合评选“十大民间文
化守望者”，逄焕健入选。

在完成历代“食印”的抢救性
收集后，逄焕健决心将这些民俗艺
术品展示出来，让公众认识“食
印”，了解中国悠久的面食文化。

从2006年起，已是退休年龄的
老逄不仅没有退意，反而更加忙
碌。为展示中国历代“食印”，逄焕
健计划在青岛创办民俗园，其中重
要的一项就是“食印”博物馆，免费
向公众开放。凭着老逄与生俱来的
民俗情结，特别是有几万件民俗品
做基础，一个充满了想象力并切实
可行的青岛民俗园方案出台了。老
逄的民俗园梦竟使参加论证会的
领导和专家学者们顿时活跃起来，

博得了满堂喝彩。专家、学者们对
《青岛民俗园》方案的充分认可，使
老逄对建园充满了成功的信念。由
此，开始进入了更加艰辛的民俗园
实施阶段，可是就在老逄夜以继日
地在看好的地块上着手进行具体
筹划时，却突然病倒了。咳嗽两个
月不见好转，经医生诊断，是肺癌。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老逄深知自己
病情的严重性，但越是这样他越是
有一种紧迫感、责任感。特别是对
他视之为生命一部分的胶东饽饽
磕子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已经
达到了让他痴迷和欲罢不能的境
地。

“从面食到祭食，到礼食，再
到祥食，研究饽饽磕子的文献资
料和实物，就可以看到中国面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逄焕健告
诉记者，他现在整理的有关面食
印模的文字资料已有20余万字。

“守望着几千件雕刻精美、
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饽饽磕
子遗存，我既感欣慰，也有惆怅。
欣慰的是，在搜集和抢救这批文
化遗产中，特别是在与日、韩商
人的‘争抢’中没有留下什么遗
憾，大批的饽饽磕子精品乃至孤

品基本没有流失。惆怅的是，由
于种种原因对于饽饽磕子的保
护传承、研究利用却做得不尽如
人意。”逄焕健说，在传承方面，
自己也考虑过“申遗”，并认为有
相当的理由申请省级乃至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研究方
面，也有出书的愿望；他也竭力
地对饽饽磕子进行开发和利用，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收集的过
程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现在还有
个郁闷的事。这是老祖宗留下的
宝贵财富，不可再生，也濒临灭
绝，我想建一个中国历代面食模
具博物馆。这也是我的一个心
愿，想把这些东西保护下来，传
承下来，让后人知道历史上的老
爷爷老奶奶如何热爱生活。可我
目前的身体状况，让我感觉力不
从心。”

“希望能够通过您的报道，
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对饽饽磕
子文化艺术的关注，同时也期盼
着方方面面的有识之士参与饽
饽磕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携
起手来共享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这笔丰厚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
和精神财富。”

饽饽磕子是什么东西？它的学名是面食模具，简称“食印”。青岛收藏家

逄焕健自1969年起收藏饽饽磕子7000余件，其藏品从晚唐、宋、元、明、清至

20世纪60年代跨越1300余年，有木、石、玉、银、锡、陶等多种材质，婚丧嫁

娶、生日祝寿、上梁祈福等多种用途，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这批饽

饽磕子藏品工艺造型匠心独具，花色纹样浪漫不拘，既是我国千百年来多

个朝代食印艺术的精粹，也是中华面食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见证，成为珍

贵的民俗文化遗产。

逄焕健手拿“饽饽磕子”仔细研究。(资料图片)

逄焕健在为自己收藏的“饽饽磕子”整理编号(资料图片)

饽饽磕子收藏狂人逄焕健
本报记者 霍晓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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