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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脸谱源于祭神
“脸谱侯”清代扬名

侯氏社火脸谱传承至今已
有六代，最早可以追溯到1820
年清朝我的太祖爷爷侯学林那
里。我们家祖籍济南历城县沙
河庄，在当时的村里，听老一辈
跟我讲，太祖爷爷能写会画，算
是个知识分子，为人也非常和
善，受人尊敬。

社火脸谱的兴起与当地祭
祀文化有关系。济南以前有很
多庙会，例如千佛山庙会、药山
庙会，趵突泉旁边以及黄河边
的老僧口都有庙会，这种场合
里通常都会有祭神仪式，我们
这边一般拜祭玉皇大帝、泰山
奶奶、石敢当多一些。请神的人
脸上会画着一些面具，这就是
社火脸谱的雏形。

太祖爷爷经常跟着村里的
社火队到四里八乡参加社火表
演，除了给表演者画脸谱，在耳
濡目染一些神灵形象之后开始
把它们付诸笔下，画到纸上、石
板上、木板上。渐渐地太祖爷爷
画社火脸谱的名声在外，被称
为“脸谱侯”，当时村里就他一
个人画这个。一到过年乡亲们
都找他画，就像写春联一样。他
永远都是义务劳动，分文不取。

以前农村盖新房子都会画
一个姜子牙的脸谱挂在家里镇
宅，因为在神话传说中，诸神见
到姜子牙都得“退位”。老家院
子里都设有香台子，春节时家
家都画福禄寿三星脸谱放在上
面，还挂着武财神关公、文财神
比干，一进院门的影壁墙上要
挂石敢当，其他形象还有秦琼、
灶王等等。这些形象其实都寄
托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
望。

社火脸谱和京剧脸谱不一
样，后者有自己的定式，也要根
据红脸白脸等人物来画，用的
颜色可能也有讲究。社火脸谱
有蓝脸石敢当，黑脸钟馗，红脸
关公等等，唯独没有白脸，因为
这种形象并非老百姓所追求
的。

红黑脸谱成传家宝
15张老图谱存百年

侯氏社火脸谱遵循着“传
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老规
矩传承下来，到我爷爷这一代
祭神、画社火脸谱的习俗渐渐
少了，当时社会动荡，战争和饥
荒弄得人心惶惶，生存都是大
问题，根本没法把心思放在这
上面。

爷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老军人，奶奶受家庭影响也学
会了画脸谱。在我十多岁时，奶
奶传授给了我基本的画社火脸
谱技巧，在老家的院子里，我常
常拿着根小木棍在沙土地上画
啊画，默念奶奶教的口诀“画脸
一个蛋，当中一条线”，这样开
始了绘画启蒙。

现在我还保留着祖辈们传
下来的几个社火脸谱和图谱。
有两个纸糊的石敢当和老虎头
脸谱，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的，
还有三个分别画在石板和砖上
的脸谱，因为年代较早都有些

褪色了。老图谱还有十五张，至
少历经百年以上了，纸张又黄
又脆，我夹在塑料壳里，平时轻
易不拿出来。

记得有一次我把其中一块
砖画的老脸谱放到阳台上晾，
上午去上班时天还好好的，没
想到下午就开始飘小雨了，打
电话给家里人还都不在，我骑
着自行车着急忙慌地往家赶，
路上还摔了好几跤，最后幸亏
赶在了大雨之前回到家收起
来，没让它淋水褪色。

过去画脸谱条件比较艰
苦，用的颜色仅限于红黑两色，
黑色是用墨汁，红色就是把红
纸用水煮浓了蘸的颜色，如果
是在脸上画可以再蘸上点油，
不容易掉色。勾勒的线条也十
分简单，画法比较单一。现在我
一般直接上手，不参考图谱了，
但它们代表着侯氏社火脸谱的
过去，也是我们的传家之宝。

自种自画“葫芦脸谱”
创新形象传统不变

如今的脸谱和过去很不一
样了，首先是形象，很多孩子喜
欢动漫人物形象的脸谱，我也
会画，但传统的东西也有无法
磨灭的价值，例如龙的、老虎
头的、孙悟空的形象几代人都
会感兴趣。其次材料也不同
了，以前局限在砖块和石板上
绘画，现在我更多地在葫芦和
纸糊面具上画了，有时也在梧
桐木板上画，葫芦寓意着“福
禄”，“凤栖梧桐”，梧桐在民间
也是吉祥的树。另外用色也更
加五彩缤纷，我一般都会用环
保颜料丙烯或国画颜料，油漆
特别难闻还有害，不建议使
用。

比如在葫芦上画脸谱，我
用的葫芦都是自己在岳父家
院子里亲自种的，因为地方不
大，每年质量好的也就能收获
三四十个。种葫芦有讲究，不见
光不见风就会烂，施肥也只能
用有机肥而非化肥，且必须过
了农历九月九才能采摘，否则
长不结实，壳太软就无法使用
了。

摘下葫芦后去皮，放一整
年才能干透，否则容易发霉。然
后打磨光滑，再上底色，完后再
勾线、上色，反复多次完成主体
图案后还要进行点缀，如花草、
如意、铜钱这种代表吉祥富贵
的辅助形象。另外葫芦下面可
能还需要装饰些五色线。有
时我也会创新性地运用雕刻
的办法让脸谱显得更立体。
纸糊的社火脸谱需要使用一
块铝板，这种材料容易塑形，
把 它 敲 出 面 具 的 那 种 形 状
来，然后糊上至少二十多层
纸，抹上腻子，随后再作画，
最后还要用铁丝固定在后面
起到支撑作用。

随着时代的不同社火脸谱
也要与时俱进，我先后创作了
十二生肖和五行脸谱，也在一
直探索做些有济南特色的脸
谱。画脸谱也需要去书上或网
上寻找创作灵感，例如学习一
只老虎可以怎样画更好看，有
时半夜突然有了想法就会赶快
起床画下来。

不忍看到非遗断代
只要愿意学的都教

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工作
后进了铁路局客运段上班，偶
尔也会画画脸谱当做业余爱
好，但从来没把它当回事。直到
结婚后，一次妻子看到我画的
社火脸谱觉得非常不错，马上
鼓励我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后
来在参加社区活动时，文化部
门的人员发现了我的这项才
能，并了解到我们家族画脸谱
的历史。2010年侯氏社火脸谱
被评为济南市第三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

我总结的侯氏社火脸谱
的精髓在于：有齐鲁特色，包
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祝愿，
这体现在脸谱的每一部分，包
括额头、眉毛、舌头都会表现
出美好的寓意。近些年我应邀
参加过不少济南当地的文化
活动，和妻子一起现场展示社
火脸谱的制作过程。例如千佛
山庙会上做一些纸糊小面具，
很受小孩的欢迎，事先得准备
一两千个。

最近我在为参加山东省
第六届文博会和9月在济南
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做准备，除了以前做
过的脸谱，又为两场活动各
新做了十几个不同形式的社
火脸谱，准备到时候挂在那
里展览，尽可能展现出济南
文化的风采。

虽然过去家里传承社火
脸谱有不外传的祖训，但我现
在也教了不少徒弟，跟我学过
的小孩子有二三十个，大人也
有五六个，平时去社区、学校
给孩子教课，还有外地慕名而
来短时间学习的我也免费教
他们。毕竟发展到现在，济南
只有我们一家在延续着这种
艺术形式，我打心眼里不愿看
到它断代，“独木不成林”，只
要有人愿意学，我会继续把这
种艺术形式传承下去。

今年七月，济南市举办
了第一届青少年非遗技能大
赛，侯氏社火脸谱也成了比
赛项目之一，我所教的孩子
当中九个孩子都获得了不同
奖项。

正在举行的里约奥运会
上，中国的京剧脸谱惊艳亮相
竞技场。其实国内流传历史最
悠久的脸谱形式是社火脸谱。
在济南，就有一脉传承至今的

“侯氏社火脸谱”，它的第六代
传人侯志新不仅创新了家传的
脸谱文化，还打破家规，将脸谱
制作技法传授给愿意学习它的
普通人。

口述人：侯氏社火脸谱第六代传人
侯志新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于悦

侯志新创作的葫芦社火脸谱。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侯志新创作的一件关公脸谱还没有最后完成。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侯志新工作室里挂着近年创作的社火脸谱。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脸脸谱谱侯侯””传传六六代代，，打打破破家家规规收收徒徒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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