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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风筝、年画、红木嵌银、萝卜、泥塑

总有一种特产爱不释手手手
本报记者 李涛 整理

工艺品特产

杨家埠木版年画——— 坐落在潍坊市

东北方向三十里处的西杨家埠村，自古

至今盛产木版年画。杨家埠木版年画，

是我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以

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鲜明的艺术风格

而驰名中外。杨家埠木版年画是中国民

间木版年画三大产地(天津杨柳青、苏州

桃花坞、潍坊杨家埠)之一。

潍坊仿古铜——— 主要是仿制爵、

鼎、卣、盘、炉、佛像和动物等古代青

铜器。仿古铜的表面处理包括有出土

锈、家藏锈、墨漆古、水银浸、金奶丝

镶嵌和鎏金等。“马踏飞燕”、“长信

宫灯”复制品，及至乱真，享誉海外。

潍坊风筝——— 潍坊又称鸢都，制作

风筝历史悠久，工艺精湛。用竹子扎制

骨架，高档丝绢蒙面，手工绘画。工艺

与美术的结合，体现了风筝的玩赏价

值，随着国际风筝交流的逐渐频繁，风

筝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在新形势下蓬

勃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品。

布玩具——— 是民间传统艺术之一。

很早以前，潍坊广大乡村妇女就常常缝

制一些活泼的禽兽花卉和生活用品，来

美化生活和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后

来，这种民间工艺逐渐商品化，畅销国

内外。潍坊布玩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和情趣，是一个受各国喜爱的民间传统

艺术。潍坊布玩具品类繁多，工艺精

巧。它将形、色、情、意、融为一体，

构思新奇，夸张合理，具有对比鲜明、

造型生动逼真等特点。

嵌银漆器——— 潍坊红木嵌银漆器是

潍坊特有的手工艺品。花色品种由1954

年的22种日渐增多，生产逐步实现半机

械化，产品畅销日本、德国、美国、奥

地利、加拿大、新加坡、法国、泰国、

荷兰、意大利、菲律宾、香港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潍坊嵌银漆器还经常作为馈

赠礼品赠送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友人。

临朐奇石——— 奇石作为一种珍贵的

自然资源，在赋予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后，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而

且作为一种商品，有着可观的经济收

入。临朐县政府为此专门建立了临朐奇

石市场，成规模的石头店达到千余家。

中华奇石馆是江北最大、精品最多的奇

石馆。全国各地的客户来这里展销，外

地的刻石艺人同当地艺人互相切磋技

艺，使临朐的奇石文化更添异彩。现通

过奇石了解和认识临朐的人越来越多，

临朐奇石也已销往日本、韩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聂家庄泥塑——— 聂家庄在高密市姜

庄镇南部，这个村的泥塑始于明万历初

年。起初，当地农民在农闲时节用泥巴

做一种叫“锅子花”的焰火出售，开始

制作泥娃娃、泥老虎。清康熙年间已出

现了制作销售的各种泥玩具。到清嘉庆

年间，泥玩具品种增多，有一些还能

动、能叫、会斗趣。民谣说：“聂家

庄，朝南门，家家户户捏泥人。”此后

又经过近200个春秋，使其完成由简单造

型到复杂结构的演变，逐步形成现在具

有声、形、色、动的艺术品，品种达150

余个。聂家庄泥塑造型夸张古朴，粗犷

豪放，构图完整，设色不受物体原色的

限制，鲜艳热烈，色彩声响并茂，能产

生一种吉祥欢乐的效果，曾十几次赴国

外展出。

潍坊萝卜——— 潍坊萝卜之传统名
谓“潍县萝卜”，因源于老潍县。老
潍县是现在潍坊市潍城区和奎文区的
一部分。据说，潍县萝卜种子拿到外
地种植，结果都不成。究其原因，水
土异也。更有传言，潍坊萝卜仅一小
块地而已。然而，据有关人士考证，
潍县萝卜有上乘精品。

沂山松蘑菇——— 松蘑菇生长于万
母松林中，素有山珍之称。松菇纯天
然野生，内含独特香味，肉质嫩滑，
营养丰富。自古以来，沂蒙人常以松
蘑菇与鸡、鸭、火腿炒、炖，作为待
客的上等佳肴。

沂山板栗——— 板栗在临朐栽培历
史悠久，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干果，古
人有”栗木生谷，一种千收”之说。
品种有朋栗、大红袍、燕红红光等。

昌乐大棚西瓜——— 昌乐西瓜有着
悠久的历史，以其早熟、皮薄、瓤
脆、味甜而闻名省内外，被列为山东
省特产瓜果之一。

潍县萝卜脆——— 简称萝卜脆，是
非油炸采用有机当地特色萝卜为原材
料制作而成的，在上市后，受到大家
的好评，为山东又增加了一项地方特
产，开辟了山东潍坊的休闲食品名吃
新市场。

坊间有段顺口溜“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萝卜皮”，一提起潍坊的旅游特
产，潍县萝卜首当其冲。殊不知，沂山松蘑菇、沂山板栗、昌乐西瓜也是不可或缺
的名优特产；与此同时，潍坊的仿古铜、风筝、红木嵌银、泥塑、年画，那更是旅
游购物首选。游览之余，想必总会有一款适合您的旅游产品。

旅游特产

T08


	K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