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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高度老花眼镜，坐在竹椅上身
体尽量前倾，捏起一撮白色羊毛，几乎
贴在了眼镜片上，手中的剪刀稳稳地剪
了下去……

58岁的龚桂芝身材不高，略有些
发福，作为曲阜扶兴和笔庄第五代传
承人，她7岁就入了行，半个世纪的人
生都投入到了毛笔的制作和推广上。
在她的努力下，扶兴和毛笔不仅在国
内享誉盛名，在日、韩、美等国也广有
销路。

曲阜城区神道路上，距孔庙不足百
米有一条小街巷，走进巷子，踏上一段
石阶，“扶兴和笔庄”的木质牌匾便映入
眼帘了。30平方的店内，摆放着几百只
大大小小、式样不同的毛笔，仿若进入

一个毛笔的世界。
龚桂芝正是这家笔庄的主人，“100

多年前，我爷爷的爷爷创下了扶兴和，
先后流转浙江、聊城等地，还在济宁太
白楼下开过店，直到我父亲将店面迁至
曲阜才算稳定下来。”龚桂芝说，经历百
年沧桑，扶兴和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
是一个字——— 精。“我们选用的羊毛都
是嘉兴的青山羊毛，取毛部位、季节，甚
至在羊的雌雄上都有细致的考究。”龚
桂芝说，除了选料之外，扶兴和毛笔的
制作工艺更是细化到八大流程百余道
工序。

“制作毛笔就像培育幼苗，要倾注
自己的情感。”龚桂芝说，选料、泡料、梳
毛、切毛、圆头、绑头、修笔、落款……一

支看似简单的毛笔，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制作，“加班加点干一星期，最多也就制
作100支毛笔。”龚桂芝说，制作毛笔首
先要心静，只有不厌其烦、精益求精才
能有满意之作。近年来，扶兴和毛笔以
其独特制作工艺、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
繁多的毛笔种类，受到书法绘画爱好者
的赞誉。

近日，扶兴和毛笔制作工艺获评山
东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龚
桂芝颇感荣幸。“扶兴和必须要传承下
去，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后继有人。”
让龚桂芝欣慰的是，29岁的儿子对毛笔
制作非常痴迷，并且已经能够单独制作
毛笔。“和毛笔结缘50年，是我的一份荣
幸，更是我一生的最大收获。”

与毛笔的半世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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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桂芝对待每支毛笔都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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