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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韩延璟 戴伟 张峰

30万块青瓦，整齐地堆砌在
滨州市无棣县文化馆仓库，蔚为
壮观。如果不是刘震，它们或许早
就被当作建筑垃圾扔掉了。

青瓦，也称布瓦，是早期民房
常用建筑材料，无棣县作为一座
千年古城，青瓦数量尤多。近年来
随着老旧民房不断消失，这些青
瓦或堆在院子里留作他用，或当
作建筑垃圾扔在路边。

无棣县古城管理中心主任
刘震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从
2010年开始就着手收集青瓦，
“一开始也没想好用来干什么，
先收起来再说。”

朋友们都知道他有这爱
好，随时帮他收集，前前后后也
不知道用拖拉机拉了多少趟，
如今刘震已收集30万块。

“这些青瓦本身就带有一定
的历史痕迹，不用一种形式留住

它，它就是垃圾。而且这些布瓦有
‘步步高升’和‘吉（脊）星高照’的
美好寓意，是无棣县历史文化的
见证，所以我想寻找一种形式让
这些布瓦更好地发挥价值，让这
些布瓦重获新生。”

2012年的一天，刘震看到
一个朋友在砖瓦上刻字，于是
来了灵感，为何不能在青瓦上
作画呢？

一片片经过风蚀日晒的瓦
片，在他的巧手描绘之下，慢慢
变成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画
作。画有花鸟、脸谱的布瓦片，
显现出独有的艺术生命和价
值。“捡来的布瓦形状不一，还
有许多白灰，一开始我特意把
瓦片磨平、把白灰擦掉，但后来
发现历史就在打磨中消失了。”
刘震摸着瓦片说，“这些棱角和
白灰正是历史留下的印记。”

2013年，刘震带着画好的
一套国粹京剧脸谱前往济南、
北京参加文博会，令他没有想

到的是，布瓦画一经展出就遭
到疯抢，不少来自马来西亚、新
加坡的游客纷纷订购。刘震看
到了布瓦画的广阔前景，2014
年他申请了国粹布瓦画和姓氏
图腾布瓦画设计专利和知识产
权，成为了布瓦画专利拥有人。

“现在我打算系统地把鲁
北文化中有趣的项目和非遗画
在瓦片上，用布瓦画的形式展
示鲁北文化，比如鲁北童趣中
儿童摔跤、推铁环等场景，用布
瓦画的形式一幅幅呈现出来，
让布瓦画更有动感。”

“节假日期间，无棣古城景区
会迎来众多游客，我想借此机会，
增加布瓦画体验项目。”刘震说，
他希望游客通过亲身体验，更加
了解历史文化，把布瓦画文化传
递下去。“除了让大家欣赏到布瓦
画，我希望能培养更多人加入进
来，不管是景区工作人员、游客还
是书画名家，都可以创作出更多
生动鲜活的布瓦画作品。”

旧旧瓦瓦新新生生

不是很满意的作品，刘震还会亲自修改。

所有布瓦在作画前都要经过处理。

刘震收集的布瓦经过挑选整齐排放在库房里。

已完成的部分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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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片青瓦在刘震看来都有它的历史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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