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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所学的计算机专业，跨界转型立志发扬传统文化

爱做梦的“80后”成了面塑
本报记者 王光营

传人

看别人捏面人

点燃儿时梦想

“蛇缠兔，辈辈富，蛇年就
得讨个吉利。”近日，在济南民
俗艺术馆内，刘玉超正全神贯
注地构思着自己的作品，脸上
洋溢着儿时对面塑的敬畏神
情。捣药玉兔神情威严，吐信青
蛇满脸萌态，“蛇缠兔”这个蛇
年吉祥物成了抢手货。

对于大多数“80后”来说，
面 塑 只 是 记 忆 中 的 东 西 ，但
1983年出生的刘玉超却把这门
江湖手艺干得有声有色。他大
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从呆板
的编程到充满想象力的面塑，
其跨界之大让人难以置信。

“别人可能不理解，但这是
我从小爱做的梦，一定要实现
它。”刘玉超说，他小时候就住在
趵突泉附近的城墙根一带，当年
那里满是走街串巷的挑担手艺
人。在面塑艺人手中，一块面倒
腾几下就成了各色人物，这让他
感到很神奇，他就经常攒些牙膏
皮来换，自己也试着捏面人。

2002年，刘玉超考入了一
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虽然接
触的是当时的热门专业，但刘
玉超始终没有放弃对面塑的爱
好。大二实习时，他偶然碰到了
一个捏面人的手艺人，就搬着

马扎看了一整天，这一举动改
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听说济南民俗艺术馆有教
面塑的，刘玉超就前去“投奔”并
师从邓君秋、魏善华等老前辈。
2005年毕业后，刘玉超正式加入
济南民俗艺术馆，接触到了更多
的面塑艺人及中国面塑李派、汤
派大师，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汤派面塑第二代传人董凤岐
的亲传弟子。

一捏就是一天

手指都变僵了

“喜欢是一回事，真的从事
这一行后，才体会到里面的艰
辛。”刘玉超说，他当初学做面塑
时，老师们一般要求学生选择学
一样，多了就不再教了。

自己属猪，刘玉超就开始
学捏小猪。“师傅领进门，修行
在个人”，为了做好小猪面塑，
他又自学白描，设计造型，每种
都要做上百个。这些作品后来
被一位来自台湾的爱好者相
中，一下子全要走了。

“最难的是做寿星，光是学
习阶段，我就做了1000多个。”刘
玉超告诉记者，每个面塑人都得
有自己的拿手绝活，他把主攻目
标定在了寿星上。经老师指点
后，他开始了漫长的苦修。寿星
做了不满意，揉成面团重新做，

有时候做起来不知不觉就是一
天，到了晚上手指头都僵硬了。

在做了上千个寿星后，刘
玉超终于有了点感觉，越做越
顺手。记者看到，他捏的寿星大
都在10到30厘米之间，最大的
有1米高，制作周期得一年。老
寿星穿着黄袍，手握拐杖，捧着
蟠桃，非常传神。

“这门手艺不能光传承下
来，还得走出国门，让外国人也
了解中国民俗。”寿星是刘玉超
的创作特色，价格自然也是不
菲，一般规格的寿星制作周期是
两三周，售价超过1200元。如今，
刘玉超的寿星作品已远销海外，
在新加坡的一次展览中，他的寿
星开展两天后就被抢购一空。

探索用新材料

希望带出新人

“面塑的保存时间是个难
题，很多大师耗费了一生的精力
也很难把作品长久保存下来。”
刘玉超说，一般的作品只能保存
三五十年，超过百年的面塑作品
十分罕见。清末民国时期曾出过
很多面塑大师，但保留下来的作
品少之又少。

与老一辈面塑大师不同，
刘玉超喜欢琢磨，为了让作品
有更高的可塑性和保存价值，
他还探索使用了各种新材料，

其中一款“太空泥”目前已经应
用在了面塑作品中。

“太空泥比较轻，黏合性
强，但也比较脆。”刘玉超说，新
材料避免了传统面塑的干裂、
虫蛀等困扰，但也出现了新问
题。为了让作品更有可塑性，他
反复试验配方，让面塑作品在
材料上实现创新。

“‘80后’的面塑传人屈指可
数，下一代就完全断档了。”济南
民俗艺术馆馆长刘学斌表示，对

“80后”、“90后”来说，虽然很多
人喜欢面塑，但真正当成事业来
学的寥寥无几。

如今，刘玉超已是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汤派面塑的
第三代传人，慕名前来的学员

当年骑车跑业务

每月360元工资

谈起自己创业的经历，闫智
翔总结说“很顺利，基本上没经
历过大的挫折”。他说，自己之所
以能够在创业的道路上走得顺，
是因为自己用7年的时间打工学
习，为创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我2003年开始工作，前两
年一直从事销售，当时也没想好
以后要干什么，但我知道自己绝
对不会一辈子给人打工。”2005
年，闫智翔跳槽到一家食品公司
做业务员，每月只有360元工
资。“骑着自行车，每天跑小商
店、小超市，从夏天到冬天，半
年 的 时 间 就 跑 遍 了 整 个城
市。”闫智翔说，这家食品公司采
取的是连锁模式，三年时间内他
在公司从事过业务、厨房、服务
及行政等各种工作，对整个公司
的流程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在公司三年，闫智翔从一
个每月拿360元工资的小业务
员成长为大区经理，负责管理
五个省市的连锁店运营。“不
怕累、能吃苦，这是当时公司
领导和同事对我的一致评
价。”之后，闫智翔和一名同事

离职开始共同创业。
“当时我主要是协助朋友创

业，也算比较顺利，在短短两年
时间里，公司就从一个不足10人
的小公司变成了拥有150多名员
工的中型企业。”尽管如此，由于
创业理念差异等多方面原因，闫
智翔2010年离开了这个公司，开
始再次创业。

选择创业项目

考察了十个月

“对我来说，这才算是真正
属于自己的创业。”为了这次创
业，闫智翔用了将近十个月的时
间考察创业项目，并最终决定从
快餐入手。“我有一个朋友曾
经在一家快餐店工作，了解快
餐制作的方法，我多次跟他沟
通，最终劝说他以合伙人的形
式跟我一起创业。”

确定项目、合作人后，闫智
翔开始一边研究菜单，一边找
店铺。“城市已经被各式快餐包
围，我决定把店开在济南周边
郊县，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
策略。”闫智翔坦言，他的菜单
及食品口感跟肯德基、麦当劳
相似，在城市肯定竞争不过他
们，而较低的定价让他们在郊

县和乡镇很有市场。
2011年6月，闫智翔的首家

快餐店在祝甸开业。“试营业和
开业当天生意很火爆，营业额非
常可观。”当时，店里只有闫智
翔、合伙人和一名店员。每天早
晨6点，闫智翔陪合伙人准备材
料，然后陪店员在店里忙活到晚
上9点打烊，每天都工作十几个
小时。“店员和合伙人按时上下
班，能加班的只有我了。”

进入2012年之后，闫智翔
开始采用连锁加盟模式，店面
的数量迅速增长。目前，济南
的连锁店已经超过30家，全国
连锁店超过100家。

创业经验心得

愿意与人分享

对于正处在迅速发展期
的事业，闫智翔表示他还有更
大的计划。“我现在做的快餐
店是西式连锁快餐，下一步我
还想发展中式连锁快餐市场。

主要是以面食为主，这次我们
要从市区开始打市场。”根据
计划，第一家中式快餐店将在
今年下半年开始营业。

说到梦想，闫智翔还有更远
的打算，他希望参加一个创业指
导机构，成为一名创业导师，为
更多年轻人提供建议和帮助。

“除了忙公司的业务外，我现
在经常参加一些创业论坛，看
看年轻人是怎样的想法。”谈起
这一点，闫智翔直言很多年轻人
创业过于草率，在没有任何市
场调研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仅凭“我要赚钱”的念头就贸
然创业，很不可取。

“宏观建议我提供不了，但
对于小本创业尤其是想做餐饮
的年轻人来说，我有一些很具体
的想法和建议，很愿意跟他们
分享。”闫智翔认为，能够把自
己创业的经验和心得跟更多
的人分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这比自己单独做某一个创
业项目更有成就感。

创业不足三年，加盟店已上百
闫智翔：梦想还没完成，我还在努力
本报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张明娟

“80后”、计算机专业，很多人认为这应该是一名办公室白领，但刘玉超却成了一位小有

名气的面塑大师。为了实现儿时的梦想，他成了省城为数不多的面塑传承人，还在继承老一

辈手艺人技艺的基础上加入新元素，其制作的寿星更是扬名海外。

已有好几百人。
“很多人只是把面塑当爱

好，我希望能带出来一批人，
让这门手艺繁盛下去。”刘玉
超说，儿时的梦想把他带到了
这条路上，他希望能够带出一
批更年轻的人，做成符合市场
需要的产业，别让儿时的梦想
断了线。

▲刘玉超在全神
贯注制作面塑作品。

本报记者 周青
先 摄

闫智翔经常去加盟店里转转。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每天，闫智翔都在位于二环东路一栋写字楼的总

经理办公室里忙碌着，办公室外面是他的十几个员工。

今年32岁的他在济南已经拥有30家加盟店，全国的加

盟店已经超过百家。

闫智翔称自己“长得急”，但在谈起梦想时依旧激

情十足，他说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想，还有更多更大

的梦要去实现。

“筑梦者”栏目

请您提供线索

本报今起
推出“筑梦者”
这一新栏目，旨
在讲述生活在
你我身边的一
些人寻梦追梦
的故事。

很多人都
有自己的梦想，
也都在为自己
的梦想而努力。
这些梦想可能
很宏大，也可能
很具体。如果您
自己或者周围
的人有寻梦追
梦的故事，欢迎
提供给我们。您
可以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96706，
也可以@齐鲁晚
报新浪微博、腾
讯微博与我们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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