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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发 现

一个葫芦、几把刻刀，一双灵巧的手，千年光阴流转，一代代东昌葫芦人在小葫芦中
雕刻大世界，让小葫芦有了七十二般变化。而由此在东昌府区形成的这门独特的传统技
艺——— 东昌葫芦雕刻艺术，也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东昌府区也
因此成为国家级葫芦雕刻艺术之乡。

方寸间，葫芦上雕出大千世界
古城区附近，有众多以

东昌葫芦为主要商品的店
铺，店内琅琅满目、各种造
型和内容的葫芦工艺品让
人目不暇接。福禄寿星、书法
艺术、红楼梦和水浒故事中
的人物等，无不惟妙惟肖，栩
栩如生。一位店员介绍，葫芦
艺术品中，不仅有观赏的工
艺品，还有一些实用品：葫芦
丝、茶具、蛐蛐罐等，因为由
葫芦制作而成，都带有一份
自然清新的质朴。

东关街一家店铺里，一
位艺人正在雕刻小葫芦。一
把刻刀、一双灵巧的双手，
随着刻刀一下下划过，小葫
芦表面脱落一块块碎屑，一
个栩栩如生的小鱼游弋在
葫芦上。这位艺人说，自己
的葫芦雕刻工具较为简单，
只有两把刻刀和几个针。

“老辈艺人雕刻工具有二三

十种，里面有大小长短不一
的各种刻刀、各种针。能用
来应付各种长相和大小的
葫芦。”他说，常用工具有定
格圆规、斜口刀、圆口刀、剪
线刀、刻笔、透孔器等几十
种常用工具。

葫芦雕刻的步骤也十
分讲究，每年新采摘下来的
葫芦先要进行脱皮、晒干，
根据葫芦的形状大小确定
好图案，就可以雕刻了。用
圆规在葫芦上下划出若干
弧线，用于划分空间，固定
层次。然后，提笔在葫芦上
勾勒图案。随后，用刻刀在
葫芦上作画。因为图案深深
浅浅，所以用力需要大小不
一，但要保证线条流畅自
然，把握好下笔力量。一旦
刻坏一个地方，整个图案就
被破坏了，而整个葫芦也可
能就不能用了，所以雕刻葫

芦对艺人技艺要求特别高。
最后一项是上色，先用

锅底灰或麦秸灰同棉油或豆
油搅拌均匀，加入色料，涂抹
在雕有图案的葫芦上，再用
布把葫芦表面的灰擦拭干
净，一件作品就完成了。

“不管是天上飞的、还
是水里游的，不管是鬼怪故
事、还是神仙传说，只要你
能说出名儿，咱就能在葫芦
上刻出来。”聊城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
鹏说，葫芦雕刻艺人们最让
人钦佩的就是能在小小葫
芦的方寸之地，用刻刀、针
等工具，描绘大千世界、芸
芸众生，让“刀下生花”。现
在的东昌葫芦有蝈蝈葫芦、
亚腰葫芦、瓢器、异形葫芦
等五大类 100 多个品种，有
花鸟、虫鱼、走兽、人物、山
水等。

明清时，小葫芦有了“七十二变”

小葫芦从原始社会开
始种植，后来落户东昌府
区，千年时光流转，明清时，
在东昌葫芦艺人的刻刀下，
小葫芦有了让人目不暇接
的“七十二变”。

原始社会至汉代，葫芦
在东昌府区最早是作为食
材种植的。宋代开始，有了
简单的葫芦雕刻，是雕刻葫
芦发展的雏形期。先是有人
用葫芦制作实用工具，如水
瓢、蛐蛐罐等，并在上面做
了一些简单的花纹来装饰。

明清时，东昌府区商贾
云集，繁盛一时，京杭大运
河穿城而过，东昌府成为鲁
西平原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的枢纽。而当时，已经逐
渐成熟的雕刻葫芦工艺，顺
着运河漂到了运河沿岸的
农家，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项
商品。到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东昌葫芦已经开始远销
全国各地。

“东昌雕刻葫芦历经了
千年的传承和演变走到今
天，也被赋予了众多人文气
息。”刘鹏说，葫芦谐音“护
禄”、“福禄”，体型优美、天
质朴拙、寓意祥和，是中华
民族最原始的吉祥物之一。
葫芦不仅是一种自然瓜果，
也是种人文瓜果。“从现存
的葫芦艺术品中不难发现，
葫芦雕刻与文学、艺术、宗

教、民俗、神话传说、政治等
关系都很密切，葫芦雕刻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而现在，东昌葫芦更是
在东昌府区遍地开花。从三
月开始，东昌府区堂邑镇路
庄村的村民们早就开始培
育葫芦苗了。这个素有“江
北葫芦第一村”美誉的路庄
村，不仅自己村里产供销葫
芦，周围几个村庄也有相应
产业。堂邑镇政府工作人员
介绍，镇上路东、路西、乔
庄、闫洼、杨庙等 20 多个村
都种植葫芦。“还有很多农
户 在 自 家 的 庭 院 里 种 葫
芦。”

展望，葫芦雕刻传承有喜有忧
虽然千年时光，让小葫

芦在东昌葫芦艺人的刀下
有了七十二般变化，但现在
的葫芦雕刻技艺却有喜有
忧。

喜：小葫芦成大产业

“目前，聊城非遗项目中
形成文化产业的项目并不
多，其中包括东阿阿胶、东昌
葫芦和临清贡砖。”聊城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刘鹏说。目前，东昌府
区葫芦种植总面积 6000 多
亩，年产葫芦 6000 多万个，
占全国份额的 60%。“国内市
场上六成的葫芦是咱东昌
府的。”东昌府区堂邑镇、梁
水镇、闫寺办事处等，不光
本地种植，还开辟了新疆等
种植基地。目前，东昌府区

有众多葫芦加工企业，加工
量占全国 60% 以上，年销售
额近 3 亿元。东昌葫芦销往
全国各地，还出口英、美、加
拿大等十多个国家。

自 2007 年起，中国葫芦
文化艺术节已连续举办了五
届。作为生态观光园的姜堤
乐园也把葫芦列为一项游览
项目，把东昌葫芦文化传给
每位参观者。

忧：雕刻艺人年龄多超 60 岁

“现在的葫芦雕刻艺人
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而让年
轻人学有很多难度。”任家斌
曾主管过东昌葫芦雕刻艺
术，他说现在葫芦雕刻艺术
存在继承难题。“现在的市场
上，很多上万元的葫芦艺术
品被买走收藏，这些收藏品

能够一代代保存下去，但葫
芦雕刻艺术的传承却没有那
么简单。”

现在的葫芦艺术已经远
不止雕刻那么简单，最为常
见的形式是电烙。“不用刻
刀，只是用电在葫芦表面完
成艺术创作，这根本不是受
保护的非遗项目。”东昌府区
文化系统一位领导也这样跟
记者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从
事葫芦艺术的不多，而从事
葫芦艺术又能拿起刻刀的更
少。“葫芦雕刻赚钱少，而学
习的门槛也比较高。年轻人
在外打工，轻轻松松赚钱，不
用耗费时间和精力来研究雕
刻技艺。所以，现在的东昌葫
芦虽然有很多创新，但传统
的东昌葫芦雕刻艺术却面临
传承难题。”

小葫芦“刻”出大千世界界界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在葫芦艺术节上展出了精美的葫芦雕刻艺术品（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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