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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风筝有关的记忆

生在“风筝之都”的
我，最难忘的还是小时候
自己扎风筝，和弟弟一起
放风筝的情景。

那时候我七八岁的样
子，看着朋友们都有自己
的风筝，就很渴望自己也
有一只风筝。但那时没有
卖的，家里大人也没有闲
钱让孩子买这种奢侈品，
自己就学着扎。

我们家乡土话叫风筝
都叫“鹞子”。我扎的是
一只“八卦鹞子”。那时
弟弟五六岁，看到我扎风
筝他很兴奋，在我旁边围
着帮忙递这递那，我们两
个小家伙忙得不亦乐乎。
“八卦鹞子”有八个角，
其实就是扎制两个正方形
错位等边摆放在一起，然
后用线绑结实，再把一层
棉纸糊上就行了，最简单
的一种风筝。

毕竟是第一次动手扎
风筝，忙活了一上午才扎

好了这只“八卦鹞子”，
很是得意了一番。家里老
爷爷有一只线拐子，是专
门放风筝的，上面缠满了
结实的白线，把风筝拴好
放飞后，手一松，线拐子
就会“飕飕”急速旋转，
风筝就会越飞越高了。那
只风筝一直是我童年里挥
之不去的情愫。

而今，潍坊风筝已经
破茧成蝶，蜕变成另一道

美丽的风景，不仅把潍坊

的蓝天装扮得五彩缤纷，

而且成了一张靓丽的城市

名片，引来了五大洲的四

海宾朋，到这里旅游观

光、投资兴业。美丽的风

筝也以自己独有的灵性，

把潍坊人民的热情和友

谊，带向了世界各地，把

潍坊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带向了世界五大洲。

潍坊风筝已破茧成蝶
邵有之 42岁

喜欢上风筝要追溯到小时侯，每
到春天，都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放风筝。
后来上班，时间太忙，放风筝的时间越
来越少，童年的乐趣也渐渐淡忘了。

自从退休后，就会想着干点什么

事，有人喜欢逗逗鸟，有人喜欢养养
花。但我对这些并不热衷，因为童年放
风筝的记忆还依然存在在脑海里。看
着人民广场上空的风筝，总想着自己
有天也能来放。

大约在十七年前，我开始摸索着
放风筝。我先从小风筝放起，然后换成
大风筝，难度越来越大，也更激起了我
的兴趣。

我现在放的风筝有2 . 6米长，是
花三百元钱买的，这算是个大家伙。
每天下午我都会带着它来风筝广场放
飞。

今年是风筝会的第30年，以前我
还能去放飞场放风筝，今年80岁了，就
不去凑热闹了，年纪太大了，让家人惦
记。

对于风筝，我只是想说，这不仅仅
是一种乐趣，同时也是一种健身活动。
虽然我80岁了，但我依然天天放风筝，
是这个让我更加有活力。我建议让放
风筝从小娃娃抓起，让风筝走进学校，
让风筝带给孩子们健康。

80岁了，
我依然喜欢放风筝
陆开国 80岁

风筝会是潍坊的一面旗帜，是潍坊
的一个品牌，是潍坊的一张名片。作为
一名潍坊人，出门在外，每逢向别人介
绍自己时，都是满怀骄傲和自豪的带上
这么一句“我来自风筝之都潍坊！”

小时侯很少见到有卖现成风筝
的，大部分卖的都是做风筝骨架用的
薄竹片子和做风筝肉身的“桃花纸”。
哥哥手巧，把这些材料买来后就能拼
出一个风筝来，这个风筝至今在我脑

海里还有深深的印象，蝴
蝶型的，还飘着两条橘红
色的尾巴。做完风筝后，我
们就到操场试飞。操场上
放风筝的人很多，可是哥
哥放的最高。

那次试飞很成功，于
是我也跃跃欲试。正好学
校组织放风筝，我就央求
哥哥让我带着他的风筝
去。虽然风筝带去了，可放
风筝的技术不行，结果把
哥哥的风筝弄坏了。哥哥

生气没生气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之后似
乎没有正儿八经放过风筝，当然也没有
再做过，估计是伤透了哥哥的心。

现在的风筝会已经成为潍坊的象
征，作为一名潍坊人，不但要积极投入
到风筝会举办的各项活动中，展现东
道主的风采，更要在尊重、保护好风
筝、年画这些咱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遗产方面不遗余力，把它们发扬光大、
做大做强。

哥哥带我放风筝
李国辉 29岁

四月的潍坊还算是美丽的，各种花朵都
已经盛开，每年一次的风筝会也要开幕了。虽
然身上还穿着过冬的羽绒服，但是，即将来临
的热闹还是让人心里暖和了不少。但愿风筝
比赛那天是温暖的。

风筝会今年已经是第30届了，就像一个
30岁的人一样，正是风华无双，最有魅力的时
候。希望今年的风筝会能够成为让人印象最
深刻的一次。

生活在潍坊，已经见证了很多次风筝会。
万人放飞风筝表演活动、花车游行的人山人
海，都令人印象深刻。今年的风筝表演大赛是
4月20日在浮烟山放飞场举行，参加放飞表演
的好像有上万人，今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难忘万人放飞的盛况
吴丽丽 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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