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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聊城市第
三人民医院召开老干部座
谈会，离休老干部和原院级
老领导及现任领导欢聚一
堂，畅谈过去，共话未来，孔
祥之院长首先向老领导们
多年来对三院工作的关心
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老
干部致以诚挚的祝福和问

候。并与大家就三院今后发
展思路进行了沟通交流，听
取离退休老干部对三院发
展的意见建议，孔院长在谈
到 老 干 部 工 作 时 指 出 ：
“老干部们曾经为我院事
业作出了无私奉献，是我
院事业的宝贵财富，动员
和 团 结 老 干 部 ， 统 一 思

路，形成共识，继续发挥
余热，为聊城市第三人民
医院的更好更快发展献计
出力。与会的其它老干部也
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老有
所为，结合个人丰富的工作
经验积极为三院的发展“谏
良言”、“开良方”。

王吉东 杨旭光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召开老干部座谈会

2008 年 6 月，面花(郎庄面塑)被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聊城 11 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郎庄小村落独占一项，这个仅有
300 多人的小村落如何孕育了郎庄面塑这样的精致
工艺呢？

面疙瘩“捏”出
花鸟虫鱼
文/本报记者 凌文秀 片/本报记者 邹俊美

17 日中午，在冠县通往
临清的公路边上，郎庄仅有
的一条大街街头树下，十多
位村民在乘凉。“郎庄面塑”
的省级传承人郎秀才也在其
中。“面塑啊，我们都叫面老
虎。”一位大嗓门的村民说。

冠县文广新局副局长任
金光给出了官方解释。他说，
“郎庄面塑”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一位专家考察郎庄面塑
时取的学名，“郎庄面塑”
原名“面老虎”，这个名字

可以追溯到郎庄面塑的起
源 。 传 说 郎 庄 谐 音 “ 狼
庄”，而村里人又少，可“狼”
太凶，于是村民纷纷用面捏
成老虎，用以化吉，这才有了

“面老虎”也就是郎庄面塑。但
关于“郎庄面塑”的起源时
间确实众说纷纭。

有人说郎庄面塑源于杨
家将和“萧太后时期”，郎庄
人祖上是杨家某郎的后人和
亲兵，因为郎庄面塑中有很
多杨家将的面塑人物形象。

而郎庄距离缔结了辽宋两国
“澶渊之盟”的萧城遗址不足
十华里，这种杜撰也有合理
想象的依据。如果这个传说
成立，郎庄面塑的历史要追
溯到宋朝。还有一说认为郎
庄面塑源自明朝初年，从山
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至此开
始。最后一种说法是起源于
清朝中期。

“我支持清朝中期这个
说法。”任金光说，可从郎庄村
的村史考证出这种结论。

原名“面老虎”，只为帮“郎庄”赶“狼”

郎秀才家现有几十个
已经成型的面老虎，等待慕
名而来的客商买走。“祖上
人出去卖面老虎都是挑着
担子，走街串巷吆喝着卖或
者 去 各 个 村 里 的 集 市 上
卖。”郎秀才说，最初的面老
虎以花鸟虫鱼这样的小东
西为主，涂上大红大绿等亮
眼的颜色，特别能吸引小孩
子的目光。“因为都是哄孩
子的玩意儿，所以以个头
小、造型简单的成品为主。”

郎秀才家的面塑中有
一套十二生肖，长着长睫毛

大眼睛的温顺绵羊让人爱
不释手。“这些都是传统的老
形象，花鸟虫鱼。”郎秀才又
拿起一条黄色的小鱼，亮晶
晶的眼睛、红艳艳的嘴，胖嘟
嘟的身材，非常可爱，让人恨
不能咬一口。“就是这些可爱
的模样才能招惹小孩子们的
喜欢。”

郎秀才指着几位造型复
杂、块头也明显较大的人物
说，“这些人物是最近几十年
才融入面塑制作中的。”顺着
郎秀才的手，记者看到脚踩
风火轮的哪吒，身着战服、手

握杨家枪的杨宗保和穆桂英
夫妇等几位传说人物。

“戏剧人物走上面塑舞
台 开 始 于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任金光说，那是郎庄面
塑史上的一次较大变革。

“郎庄村一位在外从事舞台
艺术的郎姓艺人回老家，开
始用面塑制作舞台戏剧中
的人物，颠覆了面老虎只有
花鸟虫鱼的历史。”而现在，
面塑也多用于装饰、鉴赏、
收藏，而这些用途最受青睐
的就是戏剧人物等稍复杂
的造型。

原是哄孩子的玩意儿，现在备受追捧

郎秀才展示做好的面塑，这些面塑颜色艳丽、栩栩如生。

捏好的面人放在锅里蒸。 郎秀才和孙玉莲一起给蒸好的面塑上色。

老手艺入选国家非遗，却难寻传承人
郎庄面塑位列国家非遗

项目之后，郎庄村选出两位传
承人，村中郎、李两个姓氏一
家一位。姓郎的是郎秀才，姓
李的是李保山。几年前李保
山去世，仅余郎秀才一位传
承人，当时也近七十岁了。

郎庄制作面老虎几百
年，可现在找个传承人却很
难。郎秀才跟儿子儿媳住一
个院儿，郎秀才给记者介绍
面塑，儿媳妇在一旁编织着
沙发垫子，一边不忘帮耳朵
有点聋的老公公郎秀才传
话。“编四张沙发垫子能拿
55 块钱，要是不去学校接孩

子，我一天就能编一张。”儿
媳妇说，但她不想学面塑。
她说，50 块钱一个是外来的

“艺术家”们给出的价格，在
周围根本卖不动。

记者询问周围村民，郎
秀才和李保山两位传承人
的后人竟然只有郎秀才的
儿子勉强跟着父亲学习面
塑。任金光说，李保山有三
个儿子。有个儿子宁可去卖
煤球也没想过学面塑。“文
化项目不能市场化就难传
承，可一旦市场化后就变
味。”任金光和冠县文广新
局的工作人员们很头疼，虽

然一直没能成功市场化，可
传了几百年的老手艺不能
就这么断了。

为了传承，冠县文广新
局想了很多招。“除了郎秀
才的儿子，还有一位剪纸爱
好者孙玉莲跟着郎秀才学
手艺。我们县艺术馆也派出
一位山工艺毕业的大学生
跟着郎秀才学习。”

这位大学生叫苏海敏，
她说：“我现在已经基本掌
握了面塑的手艺，还在艺术
馆开设面塑课，周末的时候
免费教授，学生多是一些有
美术爱好的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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