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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是农耕时
代广为应用的葫芦
播种机，这件是渔民
用的葫芦腰舟，这件
是传统印染工艺中
的葫芦清淤器……”
在扈鲁的葫芦文化
馆里，琳琅满目的葫
芦让人目不暇接。为
了这些藏品，无论是
出差还是探亲访友，
每到一处，地毯式的
搜寻葫芦、探访民
俗，成了扈鲁的必修
课。

创办葫芦画社、建立葫芦文化馆……

扈扈鲁鲁和和他他难难舍舍的的葫葫芦芦情情缘缘

闲暇时，扈鲁就会进
行写意葫芦画创作。

扈鲁，本名扈庆学，著名
画家，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副校
长，美术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山东省文化艺术学科“十二
五”重点学科带头人，山东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民俗学会理事，国际葫芦文化
学会会长。1962年出生于《沂
蒙山小调》诞生地葫芦崖脚
下，自幼对葫芦情有独钟，喜
爱收藏葫芦，执着于葫芦绘画
创作和葫芦文化研究，颇有心
得。因中国古代曾称葫芦为

“扈鲁”，遂以此为笔名，寓含
“扈姓鲁(山东)人”之意。

记者：您收藏和制作了
很多葫芦乐器，这方面有什
么规划吗？

扈鲁：以葫芦为材料制
作的乐器十分丰富，在不同
民族中有着广泛的使用。前
几天，我请木匠帮忙制作了
葫芦扬琴，再加上以前搜集
的葫芦丝、葫芦鼓等等，还
有一些少数民族不知名的
乐器，我想组建一支学生队
伍，让他们学会使用不同的
葫芦乐器。

记者：目前葫芦相关的
产业发展情况如何？

扈鲁：研究走进民间，
成果走进基层，让智力接地
气，百姓才能得实惠。这几
年我们主动对接周边地区
三农发展，助推从葫芦种植
加工到旅游文化产业的转
型升级。曲阜市葫芦套民俗

村现在已成为葫芦民俗文
化研究基地，短短几年时
间，覆盖鲁南的十余个葫芦
产业化项目已经落地生根。
据初步估算，仅葫芦种植和
粗加工两项，每年带来的经
济产值达四千余万元，增加
近千个就业岗位。

记者：葫芦文化馆未来
有哪些发展计划？

扈鲁：现在文化馆面
积有限，许多东西没有得
到最大程度的展现。经过
沟通，曲阜市有意建设葫
芦文化博物馆，支持我开
展长期的研究、发掘、保护
和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
普及和推广是一项惠及民
生的公益事业，为此，我将
尽最大努力推动这些项目
的深入开展，提供智力支
持和无偿服务。

记者：听说文化馆里
头有不少“抢”来的宝贝？

扈鲁：是的，我们还原
了一个民俗场景：柴火炉
灶，一口铁锅，上面悬一只
古迹斑斑的老瓢。别看这
只不起眼的老瓢，是我好
不容易弄来的。2013年我
到沂蒙山采风，在一家不
大的院落前看见挂在门口
的老瓢。

这是一家制作粉条粉
皮的民间作坊，因坚持传统
制作工艺，在当地小有名
气。院落的主人告诉我，传
统的制作工艺中葫芦瓢是
必不可少的工具，宽粉、圆
粉、扁粉的技巧就在于瓢上
的开口形状，而门口悬挂的
老瓢是家里祖传手艺招牌。
瞅准了这只老物件，我软磨
硬泡，在主人有些犹豫不决
的时候放下钱抱着老瓢就

跑了出去。
记者：您收集的这些

宝贝有哪些意义？
扈鲁：随着时代的发

展、社会的变迁，一些司空
见惯的生活场景正在慢慢
消失，而这些场景蕴含着
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
和深刻的传统，我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抢救保护和
还原展示。

真正的艺术要经得起
时间的大浪淘沙，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艺术创
作最为厚重的根基。2012年
12月，我与曲阜师大文学院
的老师组建团队，与济宁
市、枣庄市的文化发展战略
对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研究保护与利用提升至校
地合作层面。业余时间，我
也和大学生们一起去听课，
记下每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计划扩建葫芦文化馆
找学生组建葫芦乐队

为了一个老瓢软磨硬泡
扔下钱“抢”回文化馆

记者：当初怎么确定的葫芦
主题？

扈鲁：种植葫芦是我老家葫
芦崖一带的传统，家家户户的房
前屋后随处可见蜿蜒的藤蔓和悬
垂的葫瓜。或许是长期的耳濡目
染，抑或是这种既能充饥又能使
用的“宝贝”在幼年的心里埋下了

“种子”，我上小学时的第一幅素
描作品就是画的家门前的葫芦。

将葫芦作为绘画创作的主攻
方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
决定。我对葫芦有感情，葫芦承托
了太多文化，而放眼国内研究葫

芦的人微乎其微。2007年我创建
了葫芦画社，定期出版《葫芦画社
报》在业内交流。创办画社是为了
给自己上发条，葫芦题材绘画创
作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入。

记者：画社成立后进入了创
作丰产期？

扈鲁：从那以后，每年创作几
百件作品，收获也不小，比如《福
禄》获第十四届当代中国花鸟画
大展精英奖，《秋韵》获山东省首
届师生基本功大赛“教师花鸟组”
一等奖，《千祥云集》被北京奥组
委收藏。包括对大画创作和绘画

颜料的大胆尝试，创作了近百幅
八尺、丈二作品，为了避免爬上爬
下的危险，还摸索出一套创作的
技巧。

记者：如何拓展到葫芦民俗
研究和非遗保护的？

扈鲁：要想振兴葫芦文化，没
有深厚的民俗积淀和悠久的历史
传承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推动葫
芦民俗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2010年我创办了葫芦文化馆，
从绘画表现深入到文化研究，拓
展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
护与还原。

小学时第一幅画，画的就是葫芦

记者：现在葫芦文化馆概况如
何？

扈鲁：经过5年多的建设，葫芦
文化馆已经颇具规模。从2 . 4米高
的长柄葫芦到直径65厘米、高80厘
米的巨型葫芦，再到花生粒大小的
微型葫芦，馆内已拥有各类藏品两
万余件。其中从草原上背回来的三
只大小形状各异的葫芦油桶已经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这里的“镇
馆之宝”。

葫芦文化馆的布局，以时代发
展变迁和社会文化生活为主线，分
为神话传说、农耕文化、渔牧文化、

工业文明、文房四宝、文学故事、婚
育文化、市井文化、写意葫芦、异域
风情等十余个版块，还原了“身背
葫芦脚踩蒜，手拿笤帚扫灾难”民
间辟邪除害的场景；用微缩景观重
现了合卺、葫芦定亲、婚育和送瓜
求子等各民族的葫芦婚庆习俗；还
根据一些老人的回忆复原了葫芦
醋端子、酒端子等物件。通过老物
件、老照片和泥塑人物微缩景观等
形式，生动地再现葫芦在历史发展
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价值。

记者：除了本土葫芦，你们还
收藏了不少“洋葫芦”？

扈鲁：葫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符号，更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吉
祥图腾。经过搜罗，现在有来自美
国的七星葫芦糖盒、新西兰的彩绘
葫芦、澳大利亚的陶制葫芦、越南
的特色绾结葫芦和葫芦牙签盒，来
自俄罗斯的葫芦套娃、秘鲁的葫芦
沙槌、非洲的葫芦乐器姆比拉……

我更看重的是不同的葫芦身
上所蕴含的民俗文化，通过世界各
地的葫芦文化可以窥探到不同民
族的民俗文化，所以收藏葫芦是认
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增进不同民
族文化间交流的一种途径。

建葫芦文化馆，藏品有两万多件

个人简介

扈鲁正在为记者讲解文化馆里葫芦的故事。

本报记者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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