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缝制布老虎

一坐就一天
农历七月三十，正值莒县

店子集镇的大集。李文茹的摊
位就在集市的一角，虽然位置
并不是很好，但因为有布老虎
的存在，李文茹的摊前人气很
旺。

黄色的外表，土红色的肚
皮，两颗“珍珠”眼睛，显得格
外有神，没有固定的模样，没
有严格的颜色，所有的“老虎”
模样都是李文茹想象力的展
现。

在李文茹的家里摆满了已
经缝制好的布老虎，红的、黄
的，各色各样的布老虎让这个
号称万兽之王的动物多了几分
灵动。

李文茹向记者展示了布老
虎的制作过程，首先用一块长
宽 20 厘米左右的布子缝制出
布老虎的模型，然后用棉丝等
物质填充虎身子。

“最难做的就是老虎的眼
睛，不仅要大小合适，还要剪
出神气来。”李文茹说。所有制
作过程都是李文茹一针一线缝
制而成，制作一个布老虎大约
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只要有时间我就坐下来
缝，如果没事的话一坐就是一
天。”李文茹说。

12 岁跟母亲学艺

青出于蓝胜于蓝
缝制布老虎在李文茹家已

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她
从十多岁就开始缝。”李文茹
的母亲张善英说。

和多数女孩子一样，张善
英天生就对针线活比较感兴
趣，而且心灵手巧的她总能缝
制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来。

说起缝制布老虎，张善英
告诉记者，老虎是万寿之王，
也是勇敢、灵气的代表，所以
家里增加男婴的孩子人们会选
择送一个布老虎。

“用老人的话说，有老虎
在床头压着，孩子不但会健健
康康，而且长大以后孩子也会
有出息。”张善英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
经不局限于送男孩子，“现在
很多人生女儿也会选择送个老
虎 ，都 希 望 孩 子 长 大 后 有 出
息。”张善英说。

张善英刚开始卖布老虎时
候，价钱在八九块钱一个，而
现在一个需要二十元左右。

李文茹 12 岁就跟随母亲
学习缝制布老虎，现在她已经

5 5 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手
艺已经超过了母亲。

找儿媳妇有条件

得学缝布老虎
今年已经 75 岁的张善英

患有白内障，所以现在她很少
缝布老虎，“坐时间长了太累，
没法缝了。”张善英说。而李文
茹今年也已经 55 岁了，李文茹
告诉记者，与年轻时候相比，
现在缝制时间长了也得需要戴
眼镜。

李文茹并没有上几年学，
从小就跟着家里干农活，但这
个文化不多的劳动妇女，却有
个大理想。

“希望能把布老虎这个手

艺打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李
文茹说。

然而现实却让李文茹有些
无奈，“现在年轻人没几个愿
意学这门手艺的。”李文茹说。

李文茹有两个儿子，大儿
子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由
于照顾孩子而且作为“ 85 后”
的大儿媳妇，对她的这门手艺
也并不是很感兴趣。

“儿媳妇也会，虽然缝得
还不是很好，但作为年轻人已
经不错了。”李文茹说，二儿子
也到了结婚年龄。

“老二找媳妇，先看看她
愿不愿意缝布老虎。”李文茹
笑着说。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本报
通讯员 潘晓青

穿针引线间，布老虎“出山”
民间艺人李文茹想找手艺继承人

每逢大集，李文茹(左)的摊位上总能吸引很多注意。
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

民俗

一 双 粗
糙大手，肩上
横 背 着 一 个
挎包，典型的
中 国 农 村 妇
女形象。初次
见 到 李 文 茹
很 难 把 她 与
一 个 民 间 艺
人 联 系 在 一
起。

就是她，
穿 针 引 线 之
间，一只“老
虎 ”就 诞 生
了 ，只 用 针
线，这双“粗
手”就能把威
武 勇 猛 老 虎
变 成 俏 皮 可
爱玩偶，这就
是 民 间 艺 术
的魅力。李文
茹希望，自己
的 手 艺 能 后
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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