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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不不少少传传统统技技艺艺走走出出““非非遗遗””传传承承路路
在新一代参与者们的理念推动下，一些死气沉沉的项目又活了起来

15日是文化遗产日，记者采访了解到，近
年来，不少非遗项目一扫“死气沉沉”的情况，
在老传承人的手艺和新一代参与者们新的营
销理念的作用下，起死回生，走出一条生路。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东昌毛笔>> 72道制作工序，一道也不能少

“东昌作坊、书笔两行”。在元朝时
已有制作的东昌毛笔是聊城一绝。传
承人孙金龙手工制作的毛笔从选料到
成型，需要72道工序，一道也不能少。

活动当天，孙金龙的女儿孙惠霞
带着她和父亲制作的各式毛笔从东昌
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张堤口村赶到
聊大。毛笔才排开，就引来很多围观
者。

今年62岁的孙金龙16岁开始学习
手工制作毛笔。孙惠霞也师从父亲学
习制作毛笔。孙惠霞拿起一支较大的

毛笔介绍，手工制作毛笔，工艺极为严
谨，有“千万毛中选一毫”的说法，她手
中的毛笔笔杆上下都是牛角。

据史书记载,山东聊城东昌毛笔
由浙江湖笔经运河传承而来。东昌毛
笔制作已延续600余年 ,始于元朝 ,兴
盛于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现在，
孙金龙和女儿孙惠霞制作毛笔的工
艺基本上还是沿用三国时期“韦诞
法”制作，经过采毛、梳毛、湿理、剔
锋、修头、刻管等大小七十二道工艺，
方为成品。

阳谷木雕>> 建成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这是最开始的手艺，这是抹子，
这是鬃刷，这是墨斗……”面对大学生
们一张张新奇的面孔，阳谷木雕非遗
项目传承人王传成很有讲解的兴致。

阳谷木雕在王传成家的传承可以
追溯到二百多年前，王家十五世王粹。
二十一世王忠玲，也就是王传成的父
亲，少年精木艺，抗日战争时期雕刻过
抗日宣传版画，上世纪五十年代雕刻
过合作化题材的宣传版画。文革时期，
他的技艺又熏陶着下一代。在他的指
导下，王传成开始学习雕刻毛主席像、
鲁迅像、样板戏剧照等。饱受家学渊源
熏染的王传成，对木雕艺术有着独到

的灵性和执着的痴迷，一开始随父亲
学习雕刻红色版画，上世纪八十年代
主要雕刻家具花版，九十年代创建了
木雕文化家具研究所。

王传成的儿子、状元红文化家具
有限公司经理王志达也是王传成众多
徒弟中的一位。王志达自幼跟随父亲
研究学习传统文化和木雕制作艺术。
掌握家族传统技艺又受现代教育熏陶
的王志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承接
了几项大业务、不断荣获大奖。这正体
现了王传成的心愿:让下一代在继承
传统的同时,尽可能地充分吸收时代
气息、高新技术。

孙惠霞说，之前，她的父亲坚
持做毛笔不单纯是为了挣钱，主
要是割舍不下这门老手艺。但这
三四年来，东昌毛笔慢慢变得有
了市场和销路。

而阳谷木雕在王传成父子的
悉心经营下，更是有了文化与经
济共同的发展。王志达毕业于浙
江广厦大学木雕制作、设计专业，
后在清华大学深造，他凭着自己
的才华很容易得到一份收入可观
的工作。可他立志回家乡与身怀
雕工绝技的父亲合作，在家乡创
业，实现自己的宏图。经过父子二
人几年的合作打拼，拿了几十项
省级以上大奖，有10多个作品被
列为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

“一提到非遗项目，很多人想
到的是死气沉沉，但现在很多非
遗项目有了新的传承，慢慢活了
起来。”当天，市非遗保护中心主
任刘鹏和工作人员张莎莎也到达
活动现场。面对这“父子系”、“父
女系”的家族式传承，新一代不仅
继承了父辈的传统技艺、还用现
代教育中掌握的新思路、新理念
来创新、发展、营销老手艺作品，
既有了非遗项目的传承，又带来
了销路。传统死气沉沉的非遗项
目重新活了起来。

老技艺碰撞新思路

非遗老手艺重生

非遗项目阳谷木雕传承人王传成在展示木雕制作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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