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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松枝枝鸟鸟””是是用用秸秸秆秆与与棉棉花花等等物物做做成成的的小小鸟鸟，，因因插插在在松松枝枝上上销销售售而而得得名名。。滕滕县县松松枝枝鸟鸟产产生生于于滕滕州州市市界界河河镇镇西西西西曹曹村村，，22000066年年入入选选山山东东省省第第一一批批省省级级非非物物

质质文文化化遗遗产产名名录录。。曾曾经经西西西西曹曹村村的的家家家家户户户户都都靠靠卖卖松松枝枝鸟鸟维维生生，，但但由由于于松松枝枝鸟鸟价价格格较较低低，，现现在在只只有有王王德德金金和和王王绪绪贵贵两两户户人人家家仍仍在在做做。。随随着着人人们们对对非非物物质质文文化化

遗遗产产的的保保护护意意识识逐逐渐渐提提高高，，界界河河镇镇中中心心小小学学已已将将松松枝枝鸟鸟列列为为““校校本本课课程程””，，以以便便这这项项手手艺艺可可以以得得到到传传承承。。

年年轻轻人人外外出出打打工工，，手手艺艺面面临临失失传传

为为为传传传承承承，，，“““松松松枝枝枝鸟鸟鸟”””
进进进小小小学学学课课课堂堂堂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冬梅

曾经是全村的家庭副业

学学生生在在西西西西曹曹村村跟跟着着老老艺艺人人学学习习的的情情
景景。。((资资料料片片))

王王德德金金老老人人和和他他制制作作的的松松枝枝鸟鸟。。

任任忠忠兰兰老老人人展展示示她她制制作作的的松松枝枝鸟鸟。。

看似简单，却有十几道工序

为了传承，学校开了学习课

“松枝鸟是我们界河镇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
学生增强对乡土资源的了解
和认识，也为了让这门手艺
得到传承，我们学校从去年
就开设了这门手工艺课，将
它作为校本课程开展，每周
有一节课来学习制作。”界河
中心小学的校长李长勇说，

“我们学校邀请了王绪贵老
人的侄子王守杰来教学生，
而且也多次组织学生走进西
西曹村的老艺人家里学习。
不过，制作松枝鸟看似简单，
但其实很复杂，很多学生学
了很久都还没能完全掌握要
领，制作出来的作品也没有
老一辈人做出来的活灵活

现。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把
这门课程坚持下去，会有一
批爱好这个的学生把这门手
艺传承下去。将来学生即使
不能以它为业，这门手艺也
不会丢失。”

记者在界河中心小学看
到很多学生做好的松枝鸟作
品，虽然没有老艺人做得那

样鲜活，但已经做得得有模有
样。“我很喜欢上这门课，不
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最主要的是，这也算我们学
到的一门手艺。老师告诉我
们松枝鸟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们希望能把它传承下
去。”四年级一班的一位同学
说。

1 1月2 5日，记者在滕州
市界河镇西西曹村见到了
王德金、王绪贵，以及王绪
贵的老伴任忠兰这三位老
人，其中8 0岁的王德金老人
是该手艺的传承人。

王德金老人告诉记者，
这项手艺到底从何时开始
他也说不清，据说松枝鸟是
鲁班所创，老人只记得从小
他家就在做。不过，老人说，
村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1 9 2 6 年西西曹村村民王德
益外出闯关东，带回两只工
艺鸟，经过反复试做，终于
成功，从此，他就以此为业。
后 来 ，村 里 人 也 跟 他 学 着
做，很快发展到全村家家生
产，户户制作。逢集赶会，他
们便从狼山折来松枝，将小
鸟盘插在枝间，沿街叫卖。
新中国成立后，制作松枝鸟
便成了西西曹村主要的家
庭副业。每到农闲季节，家

家户户就开始制作，然后攒
上几万、十几万件，过年期
间便一起外出销售，他们的
松枝鸟曾被卖到大江南北
的大小城镇和乡村。

“那个年代小孩没有什
么玩具，红、白、黄、蓝，色彩
艳丽栩栩如生的小鸟，栖息
在翠绿的松枝之上，煞是喜
人 ，再 加 上 松 枝 鸟 价 格 便
宜，而且寓意大吉大利，所
以非常畅销。每当出去销售

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大人小
孩围着我买。”王德金老人
开心地回想着过去的情景，

“不过现在不行了，很多小
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买的人也不是很多。村里的
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
了，现在村里只有两户人家
在做。不过我们不会让这个
手艺失传的，我的二儿子以
及小孙女都已经学会了。”
王德金说。

一走进66岁的王绪贵老
人家里，记者就看到王绪贵
的老伴任忠兰正坐在堂屋门
口制作松枝鸟。任忠兰老人
周围摆着几个纸箱，纸箱里
分别放着松枝鸟的骨架、棉
花、鸡毛、制作好的半成品以
及制作好的松枝鸟。

任忠兰老人告诉记者，
松枝鸟的制作工艺共分搭架
子，包肚、包头、刷糊、印鸟
眼、画嘴、备翅子等四道大工
序和十多道小工序。松枝鸟
的规格一般分为五种，为一

鸟、二鸟、三鸟、四鸟、五鸟，
五鸟最大如鸽子，一鸟最小
如蝈蝈。

“松枝鸟的骨架是用玉
米秸秆做成的，因此每当玉
米收完后，我就把玉米秸秆
运 到 家 里 来 ，留 着 当 原 材
料。”任忠兰老人边说边演示
给记者看，“选出粗细不同的
秸秆，粗的当肚子，细的当颈
部，分别把秸秆的一头削尖，
粗的插进细的里面，然后把
细的削尖的地方折成头。接
着再把一个细长的铁皮插进

粗的秸秆里，这样就成了小
鸟的脚。”记者看到，经过老
人这样一折，小鸟的骨架雏形
就出来了。任忠兰老人又往
骨架上包了两层棉花，接着
把小鸟放进了一个纸箱里。

“等弄得多了，我再集中
进行其他工序。”任忠兰老人
说，“要刷上浆糊，这样棉花
才能粘在一起。然后涂上各
种漂亮的颜色，粘上些羽毛，
画上嘴和眼睛这样才能成
型。其实在这些工序中，最有
讲究的是鸟的眼睛，只有眼

睛做得传神，鸟才显得有灵
气。我一般都是用空心的竹
子，里面放个芯，然后沾上颜
料点眼睛。”

“别看这些工艺简单，但
是费时费精力，需要有耐心。
现在的小辈都不愿意做这个
了，挣不来钱还很麻烦。不过
我和我老伴每年从阴历的10

月份就开始做，然后过年时
就走街串巷地卖。市民图个
新鲜和吉利，每年我们还能
赚上 1 0 0 0多元钱。”王绪贵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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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习制作松枝鸟的情景。（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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