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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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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筝筝艺艺人人褚褚光光亮亮

风风风筝筝筝扎扎扎制制制工工工艺艺艺要要要有有有新新新突突突破破破
本本报报记者 孙翔

想传艺却找不到徒弟

在褚光亮位于卧龙东街的
家里，一间屋子被他专门用作小
作坊，已经成型的七八个风筝龙
头整齐摆放在地上，下一步褚光
亮要在上面绘出上百道线条，展
现龙头的模样。小作坊墙上还挂
了十几个刚刚扎制完成的小型
龙头。冬天，他常常要在中午趁
着气温回升到室外扎制风筝，地
点就在他家楼下，主要是组装龙

头蜈蚣风筝的身子。但即便是中
午，室外温度依然很低，扎风筝
又不能戴手套，褚光亮的双手常
常冻得通红。

第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举办
的时候，褚光亮初中毕业进入潍
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开始学习风
筝绘画和扎制技艺。30年来，他一
直坚持一个人扎制龙头蜈蚣风
筝。不同于市面上的廉价风筝，他
扎制的风筝从绘画到扎制全是手
工，工序繁琐。如今，在潍坊像他

一样掌握扎实风筝扎制技艺的
老艺人已经是凤毛麟角。

由于扎制龙头蜈蚣风筝对
艺人的要求非常高，不但需要掌
握高超的绘画技巧，还需要掌握
精细的扎制工艺，需要持之以恒
的练习和实践，很多爱好者都打
了退堂鼓。所以直到现在，他也
没能收到自己的徒弟。

他感叹，想传授自己的技艺
却收不到徒弟，这门手艺快要失
传了。

靠扎风筝挣钱难以养家

18日，聊起潍坊传统风筝发
展的问题，褚光亮百感交集，感
叹现在的风筝手工行业亟待改
革。去年一年的时间里，褚光亮
扎了至少六百条龙头蜈蚣风筝，
每一件风筝从原料选购到绘画、
扎制、捆绑，全是他一个人包办，
偶尔忙不过来的时候，他的妻子
也会搭把手。

“风筝手工行业再不改革就
承受不了了。”他说，现在几乎没
有人愿意来学习风筝扎制这门
手艺。在褚光亮看来，要想学扎
风筝，首先必须有一定的绘画基
础，风筝的造型全靠手工绘画，
另外还需要一定的木工基础。如
果从基础项目开始学，整个过程
会比较漫长和艰苦，所以很多人
都望而却步。而且，现在材料费
和人工费高涨，但风筝的价格却
涨不上去，所以纯粹靠这门手艺
养家糊口越来越艰苦。

褚光亮每个月扎制一定数

量的风筝，卖给厂方或个人，收
益并不丰厚。这些收入供着两个
孩子上学，一年下来所剩无几。

“今年特别严重，越来越不挣钱
了，有人建议我放弃，即便是去
当门卫每个月也得1800块钱。但
我学了这个手艺，不想半途而
废。”褚光亮说，这一年来，自己
开始琢磨着怎样才能有所突破。

小作坊生产方式落伍了

对传统风筝近乎痴迷的褚
光亮对于现实有些不满。痛定思
痛，他开始苦思冥想风筝产业的
突破。

“一个就是必须走出作坊式
的生产方式，招人开工厂，把产量
提高上去，风筝扎制的利润才能
多一些。另一方面就是，风筝扎制
本身需要创新。”现在，褚光亮拿
出了自己创新后的动态龙头蜈蚣
风筝，放到空中之后，龙头会随风
做出眨眼和张嘴的动作。

上半年，他与朋友一起，突
破性地扎出了首个夜光龙头蜈
蚣风筝。在今年的风筝会上，褚
光亮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参赛，并
最终凭借这个独具特色的夜光
龙头蜈蚣风筝获得夜光风筝表
演赛的一等奖。

对于新的一年，他希望自己
正在编写的风筝扎制教材能够顺
利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
这门手艺，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他也盼望着能有人做他的徒弟，
跟他一起突破作坊式生产的弊
端。

今年47岁的褚光亮
是一名风筝艺人，历届潍
坊国际风筝会上的很多
最精美的风筝都出自他
手。对于扎制风筝这项自
己多年从事的事业，褚光
亮感叹，传统风筝的传承
与发展是在挣扎中寻求
突破。

褚褚光光亮亮正正在在展展示示他他做做的的风风筝筝。。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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