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郓城老画匠张圣昶：

谁谁来来传传承承我我的的老老手手艺艺？？
农历正月二十，郓城县随官屯镇李垓村的李氏宗祠正在复新，十

几根担架搭成的架子上，一位七旬老人正紧张地忙碌着。他时而用刀
雕刻图像，时而用彩笔描龙画凤，三天之后，李氏宗祠恢复原貌，纯手
工描绘的龙凤花鸟图案，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令村民赞不绝口。

这位七旬老人名叫张圣昶，郓城县郭屯镇郭屯村人，今年74岁
的他，凭借一手绘画的绝活，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老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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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森林国旅总经理孙丰胜
介绍，2014年“好客山东·森林旅
游”年票共录入55家景区，其中54
家免费，1家打折优惠，门票减免
总价值达2558元。每本年票的全省
统一销售价格96元，较之前发行便
宜2元钱，价格只占实际门票价格
的3 . 6%，游客购票即享大实惠。今
年年票特点主要有：

▲惠民工程——— 领导森林门
票推广发售的是省林业厅，通过
推年票意在降低森林旅游的门
槛，让更多的人走进森林，让森林
旅游成为一项“国民绿色福利。”

▲价格更低———“2014版“总
价值达2558元，售价却仅为96元，
相当于游每个景区不到1 . 8元；

▲景区升级——— 2014年录入
的54家景区均经严格筛选，其中国
家级森林公园17家，省级34家，新
录入景区11家。蒙山、沂山、鲁山、
灵岩寺、冠世榴园等众多有分量
的知名景区悉数纳入。(沂蒙山旅
游区已升为5A景区)；

▲功能完善——— 年票新增景
区路线图、数字二维码等内容，是
便携生活工具书。可馈赠亲友，使
用后可收藏。

▲使用方便——— 采取护照形
式，封面和封底采用硬纸质，游客
携带更加方便。使用时绑定身份
证，无需贴照片，刷身份证就可入
园。“(2014版”采用一证通电子检
票管理系统，验证码网上激活，刷
身份证入园，一张年票可以绑定
三张身份证，每个景区限一人次
进入，不能同时入园)

▲六身份体现——— 不用排队
持票直接进入景区，免除排队之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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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昶从小喜欢画画，
七八岁时，同龄的孩子都在
玩泥巴，他却看见什么画什
么，小树枝，小石头都能拿来
当画笔。辍学回家后，在村民
眼里，张圣昶也总是“不务正
业”：别人没白没黑地在地里
干活，他却经常四处拜师学
艺。其间，王官屯的民间画师
王洪儒被张圣昶的执着感
动，送他一本《芥子园画谱》。

1963年，张圣昶被县里
的一家画像馆看中，专门给
人画像。“画像的最高境界就
是把人画活，神似形似。眼

神、面部肌肉、轮廓和阴影
等，包括脸上的皱纹也得惟
妙惟肖才行。”张圣昶说，有
的老人去世后，子女找他补
画遗像，他照样画得很像。

“我还询问老人跟哪个子女
长得像，这样就有了‘参照
物’。”一时之间，张圣昶落下
了能把死人画“活”的美誉。

1964年，张圣昶跟随老
乡闯关东，在哈尔滨的6年
里，他走遍了车站、商场等人
多的地方，吆喝着画像。“一
张画五毛钱，最多的时候一
天能画20多张，挣个十来块

钱。”张圣昶说，这在当时已
经算是高收入。凭借扎实的
画功，他相继揽下了哈尔滨
火车站、大庆油田会场等大
型壁画的活。

郭屯村南有一棵老槐树，
据说已经历了好几个朝代，更
成为郭屯村古老历史文化的
象征，遗憾的是，那棵古槐文
革时期被砍除。2009年，郓城
县出版《郓城县乡村志》，张圣
昶凭借印象，用三天的时间把
那棵古槐画了出来。村里一位
老人看到后连连感叹：“真像！
这就是那棵老古槐！”

童年初识绘画，再也没能放下

说张圣昶是“能工巧匠”
也不为过。自家大门上的“富
贵满堂”画，是他用水泥一点
点捏制成的，几十年不掉色。
家里的一间两层小楼，也是他
一点点垒起来的，屋顶上飞檐
走壁的画，全由他一手制作。

画中堂是张圣昶的绝活。
一幅宽1 . 5米，高2米的中堂，
他十来天就能画一幅。“中堂
画起来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勾
好图。”他经常拿着样品到集
市上摆摊，别人相中之后就预
订，每幅能卖一百多块钱。为
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张圣昶
没白没夜地画，眼疾也是在那

时落下的。而如今逢年过节，
画中堂、修家庙、写对联，七十
多岁的张圣昶仍然忙个不停。

凭借着一支画笔，张圣昶
支撑起了一个家，这与他几十
年的潜心打磨分不开，想要在
绘画上取得这样的成就也绝
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这也成
了张圣昶的老手艺面临失传
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原来收的一个徒弟前
些年病逝了，现在的年轻人都
忙着打工挣钱，我连徒弟都收
不着了！”张圣昶摇头叹息。随
着摄影技术的普及，黑白人物
画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张圣昶的人物画像也不似之
前那般受欢迎，再加上现代技
术的进步，大型壁画等也逐渐
用机器代替了人工。

“现在市场上的中堂画
大部分是印刷品，虽然精美，
但少了一种传统的文化气
息。”张圣昶说，现在大多数
年轻人更倾向于外出打工赚
钱，愿意潜下心来一心一意
学习传统手绘的太少了，很
少有人愿意跟着他传承这门
手艺。如今，张圣昶已经年过
古稀，一心想要将这门手艺
继续传下去的他，实在不知
道应该如何是好。

年逾古稀，“谁来继承我的手艺？”

张圣昶和他的人物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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