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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锡壶艺人魏振山———

守抱炉火话锡壶
三代传承入非遗
文/本报记者 于荣花 片/本报记者 李运恒 本报通讯员 张振红

三代传承顺盛祥
5月28日上午，一路颠簸到了

阳信县商店镇西南方向的桑北陈
村。在村里一处偏僻的地方，记者
见到了阳信锡壶制作技艺继承人
魏振山。

这是个没有大门的小院，低
矮的土屋，有些开裂的土墙壁。
走到室内，一砖一土都传递着古
老的讯号，与“锡壶”二字极相融
合。门是旧的，外门上贴着一张
有些破损的泛白的红纸，上面写
着“锡壶制作”，下面写着“顺盛
祥锡店”

“ 顺 盛 祥 是 我 们 家 的 老 字
号。”魏振山告诉记者，老字号也
是魏氏家族制作锡壶的响亮招
牌，已经传承三代。上世纪五十年
代以前，人们常使用锡制品，如锡
制汤壶、酒壶、烧水壶等，因而打
锡壶的行当曾一度盛行。魏振山
的祖上曾出过有名的“八大将”，
因族中九个儿子八个都身怀技
艺，四里八乡的相邻一直传为美
谈。魏振山的爷爷魏发祥便是“八
大将”中的一位。当时全国做锡壶
的人山东最多，有20多家，魏发祥
的老师就是章丘一个村子的制锡
壶名匠。

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魏
振山家族的制锡壶手艺名震一
方。

魏振山1 9岁时考到北镇技
校，但因家里没人种地，他放弃了
上学机会。此时，他开始跟爷爷学
习制锡壶手艺。20岁他成了制锡
壶能人。21岁之后，魏振山没有再
从事锡壶制作生意。直到54岁，在
一些古董商人的请求下，魏振山
开始重拾这门手艺。

守着炉火度盛夏
此时，魏振山接到的活儿主

要是给破损的古董做修复，“镶一
个锡壶嘴，补一个锡壶把，或者做
一个锡壶盖，是最常见的修补部
位。”不要小瞧这个修补工作，一
个个原本破损不全的古茶壶或者
古花瓶，在魏振山的打磨下赋予
了另一种活力：不但没有破坏美
感， 锡的历史色泽质感反而增
加了古物的厚重，拼接处的痕迹
也成了个性。

无论是制作锡壶还是修补古
董，首先必须将锡块融化。围上旧
围裙，坐在马扎上，眼前炉火正
旺，魏振山老人拿一弯曲的锡块
放锅里。在等待锡块融化的间隙，
魏振山向记者说起辨认锡的重要
性。“锡分八成，一是铅，这在制作
锡壶中是不可用的；二是皮锡，吃
火大；再是闪点、小花锡、大花锡、
六成锡、七成小竹叶、八成大竹
叶。八成锡八个火候。”

20分钟左右，忽然听到一声
细小的“嘭”声，锡块从弯曲点一
化为二，慢慢熔化为锡水。这时，
一旁的锡板也派上了用场。握住
锅把，将锡水倒进锡板内，用两个
木板扣住锡板。片刻之后，锡片就
可用了。工具箱内的钳子、剪子等
工具也开始一一发挥神威，随着
制壶人的需要，或裁剪、或捶打、
或抛光、或缝接。

如果是冬天，守抱炉火的日
子对于魏振山来说是最幸福的日
子：脸上映着红红的炭火，手中的
古物在指尖一一复活，身边还有
老伴相伴忙活的身影。低矮的土
屋虽在冬日，却也流动着一股浪
漫的温情。

但这是在夏天，此时的魏振
山也已经78岁，头发已经花白，耳
朵也已听不清，靠助听器捕捉声
音的讯息。忙活的时候，他的喘息
声很粗，手也有些颤抖，但戴着眼
镜的眼睛却毫不懈怠。炉火燃烧
起来的时候，汗珠一颗颗从他斑
白的鬓角渗出来。

艺人心中有山水
在修补古董的过程中，魏振山

接触过很多古老的器具。一个形似
葫芦的酒壶便是其中一个。魏振山
指着酒壶徐徐道来：“古时候的商
人，行路时脖子里挂上这个东西，渴
了低头喝上一口。”这个酒壶的修补
部分是壶盖，但看上去，似乎最精妙
的部分就在于这个带着一个精巧的
圆提的壶盖了。依稀中，似乎真的可
见古道尽头一位商人正缓缓走来，
脖子上挂着这样的酒壶。但魏振山
摆出的作品里，不仅仅是古董，也有
用酒瓶改造的古色古香的茶壶。“一
毛钱一个收上来的旧酒瓶，改造完
瓶嘴，价值就可过百元。”

仔细观察，壶面上还刻着浅浅
的花纹：孔孟李杜的头像，惟妙惟
肖；四季之图，夏有荷，秋有菊，冬有
梅，春有兰。对于美术，魏振山没有
说出高深的理论，他大部分都是靠
搜集来的素材，一一套画的，但精细
的线条，却让人惊异于出自田野村

夫之手。
说起自己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魏振山拿出了一个绘有四季图的茶
壶。“这个是我自己制作的锡壶。”说
起上面绘制的四季图，还要提一提
魏氏祖上的“八大将”，这“八大将”
之中，就有一人钟情于绘画，四季图
是他留下来的。

这些作品，也因为注入了老一
辈人的灵魂而显得更加动人。

锡壶制作有传人
一年下来，上门求助魏振山做

修补和买锡壶的人也有不少，但他
已经不再把他当成经济来源，而是
当成晚年的一种精神慰藉。“有就
做，没有自己闲下来就权当锻炼。”
近年来，济南的非物质文化学校每
年都会有学生来学习制作锡壶，但
年事已高的他耳朵越来越听不清
楚，似乎有心无力。

5月初，山东省政府公布了《第
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
录》，魏振山的锡壶制作技艺列入
其中。作为一项珍贵的遗产，魏振
山是否后继有人？魏振山很坦然地
说，他的二儿子从小看他做锡壶，
已经会做。他现在也教出了9个徒
弟，虽然3人已经过世，但对于锡壶
制作技艺的传承，魏振山没有负
担。

但他有自己的思考，一个需要
极大耐力和韧性的行当，以后还会
有人像他一样全心投入去做吗？他
在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时提到，

“我要创造锡壶的第二个春天！”心
中拥有无穷山水的魏振山，是否能
够看到锡壶的另一个春天的到来？
也许，这个问题他在心里已经想了
千遍万遍。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

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栏目寄语：

魏魏振振山山向向记记者者展展示示自自己己的的锡锡壶壶作作品品和和古古董董修修复复作作品品。。

围围上上旧旧围围裙裙，，坐坐在在马马扎扎上上，，眼眼
前前炉炉火火正正旺旺，，魏魏振振山山老老人人拿拿一一个个弯弯
曲曲的的锡锡块块放放锅锅里里。。2200分分钟钟左左右右，，忽忽然然
听听到到一一声声细细小小的的““嘭嘭””声声，，锡锡块块从从弯弯
曲曲点点一一化化为为二二，，接接着着熔熔化化为为锡锡水水。。
与与锡锡为为友友，，锡锡壶壶艺艺人人魏魏振振山山的的心心中中
藏藏着着一一处处春春意意盎盎然然的的山山水水

上上世世纪纪五五十十年年代代以以前前，，人人们们常常
使使用用锡锡制制品品，，如如锡锡制制汤汤壶壶、、酒酒壶壶、、烧烧
水水壶壶等等，，因因而而打打锡锡壶壶的的行行当当曾曾一一度度
盛盛行行。。一一改改传传统统实实用用之之道道，，现现在在这这
个个古古老老的的行行当当和和制制壶壶艺艺人人也也在在颠颠
簸簸的的岁岁月月中中重重新新被被定定义义。。

锡锡壶壶制制作作第第一一步步，，等等待待锡锡块块化化成成水水。。 锡锡块块融融化化成成水水，，倒倒在在锡锡板板上上，，冷冷却却后后成成为为锡锡片片。。 将将锡锡片片裁裁剪剪成成自自己己需需要要的的造造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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