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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张中

龙口东江镇邵家村的李
瑞英老人，是远近闻名的民间
艺人。她制作的胶东花饽饽曾
获得2004年“烟台民间艺术博
览会”一等奖；曾到济南国际
会展中心参展，也夺得金奖。
每年春天，“三月三，燕子飞满
天”的季节，她家便门庭若市，
前来购买“小燕”的人络绎不
绝，而嘻闹玩耍渴望“蹭赠品”
的小孩也成群结队。老人说，
这个时节没法满足小孩们的
愿望，等过一阵子，她再“还
债”，专门给邻里、附近村庄的
小孩子们做。

李瑞英今年70岁，做胶东
花饽饽已经50多年了。老人
说，寄养在姑姑家的她，小时
和小伙伴玩泥巴，她做的泥

“洼洼”摔不响，只能转“业”，
捏些小猫小狗小猪玩。胶东的
花饽饽制作历史由来已久，她
耳濡目染，加之天资聪颖，高
小一毕业，就动手做起饽饽。
那时她也就十四五岁，白天在
生产队干活，晚上就帮大家伙
儿做。盖房子的多了，上梁用
的花饽饽都是她连夜帮忙做
出来的。就这样，她一帮帮了
大家三十多年。正是这三十年
的积累和摸索，才造就了她今
天的精湛技艺。2001年，她和
老伴正式走上经营之路，并开
始招收学生，开门授课。

胶东花饽饽的制作工序
很多很复杂，包括发面、揉面、
造型、蒸、上色。其中，造型和
上色是最见其艺术性的。造型
要逼真、活泼，上色要均匀、层
次分明。老人说，这项技艺学
起来并不难，难的是要在制作

过程中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
形象，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意愿展现在其中。

说起花饽饽的寓意，李瑞
英老人滔滔不绝：给老人祝
寿，通常要做九个寿桃和一个
佛手，寓意“九桃一手，永远不
走”。每个桃子上有各种造型，

“松鹤延年”“二龙戏珠”“仙童
献桃”“麻姑献寿”“喜鹊登梅”

“凤凰牡丹”“金鱼穿荷花”“金
童玉女”“蝴蝶双飞”“孔雀开
屏”等等。小孩子过生日要做
葫芦、老虎、金鱼、鸭子、石榴，
葫芦是“招财进宝”，老虎是

“虎头虎脑”，金鱼是“年年有
余”，鸭子是“压着好养”，石榴
是“百子”。过年的时候，要做
圣虫和金蟾供财神，要做鱼，
寓意“小金鱼压窗台，不用挣
自己来”。小孩满月，奶奶家要
做桃子，让孩子带到姥姥家，
姥姥家要做老虎，这叫“毛桃
去了换虎来”。还有，杏子和佛
手，寓意“幸福”，等等。

一连串的顺口溜如果不
是老人讲出来，真的不知道花
饽饽中有这么多的美好祝福。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花
饽饽栩栩如生的造型所吸引，
并开始喜欢这一古老的民间
艺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中
的渊源与寓意。乡间民俗，只
有通过老艺人的口传身授，才
能得到保存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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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李瑞英都是这样在造型和上色中度过的。

两个小面团立刻让小青蛙活了

起来。

成型后要放到锅里蒸。

十几年前的获奖作品仍保存完整、色彩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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