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风筝，总有一股自豪
寄送风筝是必做之事

曾做过七年潍县县令的大
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曾写过这

样的诗来怀念潍县：“纸花如

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

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

春归”，把潍县的风筝特点和

放风筝的风俗描写得淋漓尽

致。

每每提及风筝，在电台工

作的李健都有一股自豪感袭上

心头，学生时代大家一听是潍

坊人，便会提起风筝，还会向
你索要风筝。工作之后，结识

一些朋友，寄送风筝也成为李

先生必做之事。风筝显然早已

成为潍坊的一张靓丽名片。

李先生说，风筝寄托着人

们的理想和愿望，是与人们的

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娱乐品。潍

坊风筝的造型模仿的自然事

物、社会生活以及神话传说中

的形象，都寄托着“吉祥”和

“吉庆”，兴趣和理想。

放风筝，是老少皆宜的娱

乐，娱乐了身心还增加了亲
情。在阳光明媚的春天，人们

手牵引线，或在春山，或在平

原，或在白沙无际的海滩前后

奔跑，身体得到了锻炼，眼睛

得到调整，气血为之畅达。

在省城某高校读书的李颖
颖回想起开学时的一幕，可谓

记忆犹新。李颖颖介绍说，大
一刚开学时，同学都来自不同

的城市。新同学一见面必然要

问大家来自哪个城市。李颖颖
自报家门之后，来自甘肃的同

学来了一句“潍坊的风筝很出

名啊。”这让李颖颖很是兴

奋，自豪感油然而生。

两万平方米市场带来积聚效应

“家庭保管员”钟爱古玩
13 日，像往日一样，有着近

三十年收藏经验的民间多宝馆

馆主李忠起，一早便来到店里，

对店内的宝贝轻轻擦拭一番。

李忠起说，之前就是因为爱好，

大家就骑着自行车到莱州等地

收集藏品，后来一发而不可收

拾。收集的物品都存放在家中，

供家人自娱自乐。为此李忠起

自称为家庭保管员。

最开始，有人因为好奇而

走上玩“古”之路，后来却发现，

不知道从何时起，自己的情
绪、生活已经随着这个小宇宙

在摇摆。那一幅幅字画、一片

片残砖断瓦、一件件瓷器，在

他们眼里有着说不出的神奇和

魔幻。

2008 年 1 月，潍坊星河国

际轻纺城四楼的齐鲁文化古玩

城正式开业。潍坊市深厚的文

化底蕴终于有了展示的平台。

这也吸引了众多藏友和投资客

纷纷加入玩“古”江湖。这个

占地两万平方米的大型专业市

场带来的积聚效应，带动起潍

坊消费者的古玩热情。

齐鲁古玩城开业之后，从
环卫局退休的李忠起便盘下了

这间 83 平米的店铺，自己当起

了老板。在古玩城很多藏友聚

到一起，对藏品相互交流评

论，乐呵乐呵，往日独自在家

的那种枯燥氛围荡然无存。

齐鲁文化古玩城是潍坊第

一家大型、专业的文化商品市

场，如今的轻纺城四层的商铺

几乎已经全部占满，从中高档

的古玩、字画、书籍，到各类

玉器、奇石、红木家具等各类

文化工艺品应有尽有，其中不

乏价格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

等的天价字画和古玩。

本报记者 李涛

木版年画、风筝、扑灰年
画、剪纸……潍坊民间绝技同

时亮相 2010 上海世博会。潍坊
是齐鲁文化发祥地之一，有着
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潍坊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独具特色，现有潍坊风筝、杨

家埠木版年画、高密扑灰年画
等 13 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尊铜塑勾起

儿时美好记忆
13 日，在潍坊风筝都纪念广场的年画制作

铜塑旁，市民王华陷入了儿时的记忆。王先生

回忆说，小时候老家的房子都是泥土墙，每到

过年的时候，家人就会熬一些浆糊把一张张的

报纸糊到墙壁上。

年除夕，家家户户都贴春联和过门钱。母

亲总是会用剩下的浆糊把早已买好的年画贴

到炕头的墙壁上。王先生说，母亲买的年画都

是一些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鱼，一次买四张整整

齐齐地贴到墙上。然后再在窗户纸上贴上窗
花。

王华说，年画正逐渐成为企业和个人相互

赠送的纪念品。在传承人的不断创新下，土生

土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也一步步走进了高雅

的艺术殿堂。

1983 年春节，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杨家埠年

画。同年，杨家埠年画赴美洲、欧洲、非洲的 9

个国家巡回展览。1987 年，民间艺人杨福元应
邀到新加坡作木版年画的画、刻、印表演。

2002 年，具有 200 年历史的“同顺德”画店

的传人、76 岁的年画民间艺人杨洛书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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