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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明星”韩福龄

扎风筝
只重手艺
不问钱财

本报记者 张焜

“风筝明星”(1989年潍坊市政府授予)、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韩福龄虽已年近80，但仍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
着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经过70多年磨砺，韩福龄手艺
早已炉火纯青，扎出来的风筝几乎都是精品。但韩福龄的
风筝从来是只送不卖，他认为一旦与钱相关，自己就会在
手艺上分心。

一扎风筝就来劲

韩福龄家的客厅上写着
“鸢飞斋”三字，与满屋子风筝
相得益彰。记者见到韩福龄
时，他面前桌子上还放着没有
做好的红金鱼风筝。

“你看，这个风筝的骨架
是可以折叠的，我想出来的。”
韩福龄拿起风筝的骨架，用手
轻轻一推一个卡扣，本来两只
手宽的骨架就可以对折成一
只手宽了。他说，这样就可以
把风筝拆开存放在较小的盒
子里，组装起来就能放飞。

韩福龄说自己年龄确实
大了，像龙头蜈蚣风筝，由
于工艺十分繁琐、精细，近
几年已经不能够轻易制作
了。不过对风筝极度酷爱的
他也无法停下，于是，他开
始想着创新，做一些更加别
致的风筝。

他话音未落，已经快步走
进了里屋，一阵翻箱倒柜之
后，几个造型别致、绘图精美
的风筝被他拿了出来。

“你看，这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时我的作品，还有七十
年代的，还有2008年时的足球
风筝。”说到足球风筝，韩福龄
说以前的风筝一般都是有头、
有身、有翅、还有尾巴的，足球
风筝虽然是个圆形，但并不碍
放飞。

韩福龄说，从风筝上，就
可以看出时代变迁。解放后，
他在布上画钟馗；六七十年
代，他开始画为国争光的中国
女乒；到了七十年代末，他又
改画钟馗，这是可以用上好纸
张了。而今，他用了更好的材
料做象征着年年有余的红金
鱼风筝。

韩福龄说从7岁做第一个
风筝开始，到师从风筝老艺人
胡敬珠习得龙头蜈蚣的高深
制作技艺，再到现在触类旁
通、不断创新，都只是因为自
己对风筝的热爱，可以说是一
扎风筝就来劲。他希望，能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风筝这门艺
术不断发扬光大。

“每年都有

我的风筝在天上”

作为潍坊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风筝制作技
艺(潍坊风筝)代表性传承人，
韩福龄一直与潍坊风筝、潍坊
国际风筝会无法分割。

从1984年第一届到2013年
的第三十届，韩福龄说，他每
次都会参与到潍坊国际风筝
会当中：“每年都有我的风筝
在天上”。

1982年，当时的国家轻工
部准备组织一场全国性质的
风筝比赛，参加比赛的都是北
京、天津、南通等国内较有知
名度的风筝制作城市及大师。
当时的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
所为参与这次比赛，从潍坊市
各单位调集风筝制作人员，韩
福龄当时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韩福龄说，那一次比赛，潍
坊代表队仅以总分0 .5分的差距
败给了东道主天津队，屈居第二
名。当时潍坊风筝代表队制作的
多个风筝包括他制作的南极仙
翁、仙鹤童子等获得了一致好
评，潍坊风筝从此声名鹊起。

从那一年开始，韩福龄的
风筝开始飘扬在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

1983年，上海市旅游局邀
请潍坊风筝参加当地举行的
一场比赛，因此受到了美国华
裔风筝爱好者的关注，举办国
际风筝会的想法开始酝酿。

1984年，潍坊第一届国际
风筝会成功举办。第一年放
飞，韩福龄扎制的龙头蜈蚣风
筝稳获冠军，此后两年，又连
续卫冕成功。

1990年，韩福龄的风筝被
带往意大利放飞，还是那威风
凛凛的龙头蜈蚣风筝击败了
所有参赛对手，荣获金风筝金
质奖牌。此举在意大利风筝爱
好者中引起很大轰动，意大利

报纸和电台电视台纷纷进行
了报道，潍坊在国际上更加名
声大振。最令外国友人赞叹不
已的，是折叠起来能够放在盒
子里的风筝，打开后能变成几
十米长，还能飞得很高。难以
理解这种技艺的外国友人说，
这简直是在变魔术。

韩福龄说，各种荣誉并不
是最重要的，他就是希望潍坊
的传统风筝能够经常飞在天
上，那里才是风筝的归宿。

只要对扎风筝感兴趣

都能得到传授

与风筝结缘七十多年，韩
福龄应该有很多徒弟来传承
他的技艺。但被三次问到弟子
时，他都是想了想没有回答，
反而说起相识三十年的一位
兄弟。1982年，比他小10岁的陈
金根在江西九江看到了有关
韩福龄的消息，写信向他探讨
风筝扎制技术。此后，两人在
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频繁
通信。

大约在1984年的一天，韩
福龄忙完风筝会的相关工作，
晚上回家时，家里已经来了一
位操着南方口音、性格直爽的
男子，一问才得知，这就是一
直与他通信的陈金根。两人聊
了几句，就有相见恨晚的感
觉。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如
今。

韩福龄说，一枝独秀不是
春，百花齐放才能春满园。他
传授风筝扎制技艺，并不需要
谁拜他为师，只要对风筝感兴
趣，他都会乐意把自己所有的
技艺传授。“商品风筝多了，传
统风筝也就少了。”韩福龄说，
传统风筝工艺考究、耗时长、
成本太高，制作者也就越来越
少。他一直只送风筝而不卖，
就是怕自己会因为钱而不专
心于风筝传统技艺的发扬传
承。只有更多人学习了这门
技艺，传统风筝才不至于全
部消亡。

韩韩福福龄龄展展示示自自己己制制作作的的风风筝筝。。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翔翔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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