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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艺的重生

经过多次搬迁，工艺美术研
究所在月河路北宫街路口附近扎

了根，并且独立拥有十亩庭院。

里面有古色古香的展览馆，有朴

实无华的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

还有一个充满了潍坊传统民俗小

吃的饭店。

2003 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

荒芜的空地。彼时，工艺美术研
究所的职工也过着居无定所的日

子。 2003 年，空地找到了主人，

主人也有了依靠。

其实，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诞

生可以追溯到 1956 年。 1956 年，

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前身，工艺美

术设计研究室成立。那时，随着
工商业改造，艺人们多数都改了

行，手工艺品生产数量明显减

少，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几近失

传。 1957 年全国工艺美术工作会

议召开，潍坊 6 位从事嵌银、年

画等艺术创作的老艺人参加。会

后，心疼于一些即将失传的传统

工艺，研究室决定挖掘风筝、年

画、仿古铜、拓片、纱灯、铜

印、核雕等 7 种潍坊传统工艺。

为此，研究室工作人员开始

了他们的巷战之旅，只为不错过

一位能工巧匠。找老艺人难，说

服他们加入研究室更难。有的艺
人有工作单位，在说服艺人时，

还要说服单位

放人。仿古

铜艺人玄祖
基，就是研
究室工作人

员找了关系

后用一个

青年会

计作
为交

换

“换”

来的。

有 时

候，为

了 说 服
艺 人 加

入，研究室工作人员整天上门游
说，一天不行，两天，一年不
行，两年。核雕老艺人考功卿、

铜印艺人于树千、仿古铜艺人玄

祖基都是此时被调入研究室的。

1960 年，潍坊工艺美术学校创
立，此时研究室也搬进了学校，开

始培养传统工艺的接班人。1962

年春节，后来任工艺美术研究所所

长的孙立荣等老艺人带着风筝去

北京展览，在天安门广场放飞的

40 米长的大“龙头蜈蚣”和火柴盒

大小的小“龙头蜈蚣”,让潍坊风筝

在全国重新起飞。

1983 年，美国华盛顿州风筝

协会副主任钱大卫专程来到潍

坊，他们筹划在西雅图举办国际

风筝会,邀请潍坊参加。然而在政

府部门和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努力

下，他们最终说服钱大卫将国际风

筝会从西雅图搬到潍坊举办。

1984 年，改名后的潍坊工艺美

术研究所参与筹办了第一届潍坊

国际风筝会，风筝会让潍坊随风筝

一起扬名天下，也成就了工艺美术

研究所。第一届风筝会后，国内外

客户对潍坊风筝和其他工艺品的

购买量大幅增加。研究所也在芙蓉

街成立了工艺品试验厂，自此走上

了自力更生的运营道路。

磨合中的苦难与荣耀

上世纪九十年代，手工艺品

出口受阻及经营不善，工艺美术

研究所开始走下坡。 1997 年，如

今的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副会

长、研究所所长丁传信接手艺美

术研究所时，这家拥有一百多名

职工的单位肩负着四百多万的债

务，职工一年零七个月都没发过

工资，研究所的水电暖也因欠费
全部停供。

受到潍坊国际风筝会的启

发，丁传信想到了利用潍坊风筝

的名气外出办展。 1999 年，研究
所第一次带着风筝踏出山东省，

在大连办展，研究所带去的四千
多只风筝引爆了大连。为期一个

月的展览为研究所赚了十四万。

挖到第一桶金的丁传信开始

带领着研究所在全国各地展览民

俗工艺品，并走出了国门。“走
出去”不仅给研究所带来了效

益，也打响了研究所和潍坊传统

民俗工艺的品牌。 2009 年，马来

西亚办了一个中国年，邀请 24 个

国家的风筝代表团参加，丁传信

是中国风筝代表团团长。在马来

西亚国王亲自参加的闭幕式答谢

宴会上，丁传信代表 24 个参展国

家发表了讲话，这也成了丁传信

一辈子的骄傲。

外出展览，除了乐，还有

苦。 2002 年春节，丁传信带领着

十几个职工来到北京，在劳动文

化宫举行风筝展览。为了节省经

费，十几个人在一个十多平方米

的铁皮板房里住了半个月。这个

铁皮板房是在夏天给打工人员住

的，没怎么带行李的职工们只能

枕着裹了报纸的砖头、垫着身下

的草席和衣而睡。 2003 年十一黄

金周，丁传信跟职工在贵阳的白

云公园进行风筝展览，七天的黄

金周下了五天雨。雨天游客少，

风筝也不能飞，这让研究所赔了

七万块钱，这也是丁传信做的最

大的一笔赔本买卖。

丁传信有一沓记录研究所大

事的小本子，其中一页写有一首

打油诗：“冰冻三尺寒风雪，纸

鸢腾飞云中托。正月初一家人聚，

我等背乡度寂寞。人道水饺年象

征，相隔千里冷水馍。鞭炮声声催

人急，铁皮简棚草铺卧。”丁传信

说，从 1997 年开始，研究所里 40

多名领导职工基本都没在

家度过一次春节。

不能断的传承

当传统民俗工艺与现
代市场经济碰撞，由于不
适应市场竞争或缺乏传承

人，许多民俗工艺都面临

着断代失传的困境，潍坊
也不例外。幸运的是，潍
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保存
下来了，并在不断发展，

这为潍坊传统民俗工艺提供了一

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如今，山东

仅剩了 4 家工艺美术研究所。

丁传信将潍坊工艺美术研究
所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归结为三

个原因：潍坊文化底蕴丰厚，全

体人员的艰苦奋斗和走出去办展

览的战略。现在研究所为潍坊许

多工艺品加工企业提供技术和创
意支持。 2009 年，潍坊有 400 多

家企业从事风筝生产，产值达到

26 亿，其中 30% 的风筝用的是研
究所提供的设计样品。

丁传信说，资金紧张和传统

工艺传承困难，是研究所目前面

临的两个难点。花丝首饰、铜字
铜印是目前急需保护的工艺，特

别是花丝首饰，目前潍坊只有一

位老艺人还掌握着这种工艺。丁

传信打算明年再新建几个大师工

作室，请老艺人来传授这些珍贵

工艺。

如今研究所里已经有了 4 个

初具规模的展览馆和从事麻布绒

绣、核雕、风筝的三个大师工作
室。麻布绒绣、核雕、仿古青铜

器生产这些曾经濒临失传的工

艺，都已经找到了传承人。

丁传信下一步的打算，是扩

大麻布绒绣、铜字铜印、烙画等

工艺品的生产规模，为此他不断

在寻找适合的加工企业和厂房。

他说，用赚来的钱提高工艺美术

大师的待遇，这样就能吸引更多

的掌握传统民俗工艺的大师加入

研究所，从而培养更多掌握这些

工艺的传承人。

它胸襟宽广，任何
老民俗工艺都能在此停
靠；它雷厉风行，带领本
土民俗工艺在国内外开
疆拓土；它满怀慈悲，让
濒临失传的民俗工艺有

了接班人。它就是有着
五十多年历史的潍坊工
艺美术研究所，是潍坊

珍贵民俗工艺的聚集地

和传承地。

也许很多潍坊人都
记不得家乡还有一个工
艺美术研究所，但幸运
的是，在激烈的市场化

竞争中，它被完好地保
存了下来，并成为省内
四大工艺美术研究所之
一。在传统民俗艺术与

现代市场经济的磨合
中，它不断壮大。在它宁
静的港湾中，越来越多
的民俗工艺将载着梦想

起航。

出出热热水水的的水水龙龙头头
冬天洗手水凉吗？当然

凉了！不过现在不用愁了，

因为有了“泉星”和“飞羽”

牌能自加热的水龙头，代替

原有水龙头，冷热两用，水

龙头一开，热水自然来，可

方便啦！招代理商聘业务员
销售地址：潍坊市金融街 A 座 406 室

温暖热线：18753689188 1875368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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