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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午后，济南市甸柳新村小区，叽叽喳
喳的鸟鸣声，郁郁葱葱的树木，树下聊家常的
老人，买菜回来互相问好的居民……让人感
受到一股浓厚的生活气息。周秉生家就在这
个小区，家中证书、剪纸、书法作品……关于

“兔子王”的种种物件，传递着这个“兔子王”
世家的文化气息。提到“兔子王”，周秉生便有
聊不完的话，这是他的生活，更是他的梦想。

刚进门，周秉生便拿出做好的“兔子王”
来给记者展示，眼前的几只“兔子王”，是兔面
人身，白面红唇，长长的耳朵与头部之间用弹
簧相连，可自由摆动。中空设计的“兔子王”下
方有联动装置与一绳相连，用手拉绳时“兔子
王”的双臂就上下做出捣药状，憨态可掬。

文革期间，“周氏兔子王”受到严重冲击，
模具被毁，停业多年。周秉生小时候从未见过
真正的“兔子王”。可出生在“兔子王”世家，小时
候总会听到关于“兔子王”的故事，在他12岁那
年，父亲在家中做了一个很小的“塑形”。好奇
心很重的周秉生因怕批评只是远远地看着，在
他眼中，那是一个“小泥娃娃”，后来从奶奶口
中他才得知，那就是传说中的“兔子王”，从奶
奶那，周秉生了解到更多“兔子王”的故事。

待到父亲做成时，眼前这个画好颜色的“兔
子王”活灵活现，耳朵和胳膊还是活动的，联想起
关于“兔子王”的传说，周秉生对这个小玩意儿爱
不释手。看的多了，周秉生心里默默记下那些工
序。长大后，父亲做“兔子王”，他便在一旁打下
手。慢慢地，取泥、和泥、开脸、上色等各环节他都
熟记于心，父亲的严格要求让他觉得自己做得
不够好，参加展会、庙会等也总带着父亲的作品。

旧时中秋节拜“兔子王”是传统项目。中秋
前一周，街上就满是卖“兔子王”的。那时，济南
做“兔子王”的得有30多家，每家的样式都不一
样。与北京“兔儿爷”和天津“兔二爷”不同，济
南“兔子王”以动为主。“泉城路、西门、老东门附
近都是‘兔子王’出现最多的地方。”周秉生说，

“正月十五看花灯，八月十五看兔子王，各种特色
的‘兔子王’造型吸引了市民上街观赏”。

文革之后，济南制作“兔子王”的世家难
寻。周秉生说，“周氏兔子王”在当时做得不是
最多的也不是最好的，却是最终传承下来的。
改革开放后，父亲做“兔子王”也多起来，有时
送人，多的时候也会拿去摆摊贩卖。一些关注
民俗的省市级专家也经常上门拜访。专家们和
父亲聊天时，周秉生便坐在一旁仔细听着，关
于“兔子王”、关于济南民俗……“听着听着就
越来越感兴趣，平时生活中也会很关注这些。”
周秉生说，年轻时和妻子逛庙会，遇上民俗摆
件，他总是迈不动腿，直到妻子走出去很远才
发现，他还在和老民俗专家聊天呢。

2004年，父亲周景福去世。之后，怕母亲看
到这些器具想念父亲，周秉生很长一段时间都
没再做过“兔子王”。

这时和父亲打过交道的民俗专家们纷纷
上门鼓励周秉生要把“兔子王”传统手艺传承
下去。在省民俗协会会长、山大教授李万鹏，著
名作家戴永夏，著名民俗学者鲍家虎等人的鼓
励下，2007年前后，周秉生重操旧业。“戴老先生
还亲自上门鼓励我一定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他说这些东西，一旦丢了，就再也找不回了。”

如今，周秉生工作生活之余的所有空暇时
间都围着“兔子王”转，“每天下班回家都做，两
三天不摸泥巴就手痒痒。”周秉生说。他会把做
好的“兔子王”拿到文化市场上去展览，也会受
邀参加各种展会。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了解“兔子王”。

12岁前未见过“兔子王”

初次见面爱不释手

继承父志成为一代名家

两三天不摸泥就手痒

“周氏兔子王”第四代传人周秉生：

1166道道工工序序 才才可可塑塑成成““兔兔子子王王””

出生在济南“兔子王”世家，十二岁时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兔子王”便产生浓厚的兴趣；随后跟随父亲脚步，并逐渐掌掌握“兔子王”16道
制作工序；父亲去世后，他立志将这门传统手艺传下去，在多位民俗专家的鼓励下，他立足传统搞创新。不仅让“兔子子王”焕发新生机，在其
基础上创新的兔、虎、马等生肖泥塑备受欢迎。

他，就是济南“周氏兔子王”第四代传人周秉生。在他的带领下，家中的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学习，“兔子王”传承后继继有人，这门传统手
艺在逐渐重拾它的辉煌。

2010年10月，“周氏兔子王”被列
入济南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兔子王”的传承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问题。为了让传统文化更好继承
和弘扬，周秉生在保持原有传统工艺
的基础上，也会想方设法加入创新元
素，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喜庆色不能丢、灵活性也不能
丢，”周秉生说，在传统手艺的基础上，
他创新制作出了兔、虎、马等生肖造
型，也受到了市民喜爱，其根据泉水节
制作的“趵突泉兔子王”造型更是活灵
活现惹人喜爱。

如今，在济南趵突泉公园、曲水亭
街都有“兔子王”的展柜，成了工艺品和
旅游纪念品的“兔子王”受到更多人的
喜爱和关注。周秉生也曾想过盘下一间
店面经营“兔子王”，可算上房租、人力
成本等就算不来账了。又因“兔子王”是
泥土做成的，邮寄过程容易破损，周秉
生开网店的想法也一直没有实现。

2014年8月31日，第五届省文博
会在济南举行，在济南展区的“兔子
王”展柜前，25岁的周雅萍熟练地给

“兔子王”上色，吸引了很多市民围

观。她是周秉生的女儿，在父亲的熏
陶下，她对“兔子王”制作也很感兴
趣。周秉生制作“兔子王”时，家中的
孩子们总会抢着拿工具帮忙，也会拿
着自己做好的“兔子王”与周秉生的
作品做比较，以期做得更好。

周秉生说，以前也曾有人上门找
他想拜师学艺，但他们考虑更多的是
经济因素，大致了解后就走了，不求深
入了解。 周秉生说，自己也没刻意去
学做“兔子王”，从小看父母做，也会帮
忙，一来二去自己也就会了。从取泥到
做成，一个“兔子王”需要16道工序，工
序复杂、费时费力，以现在市场经济的
标准来衡量是不成比例的。

“这门手艺不是一天两天能学透
的，需要用心用脑去领会。”周秉生说，
现在家里的孩子们对“兔子王”感兴趣
让他很欣慰，他也不会刻意去让孩子
们去做哪一步，“积累到了，自然而然
就会了，不愁学不会，就怕不去学”。关
于“兔子王”的传说还在继续，“周氏兔
子王”第五代传人已初长成，这门老济
南工艺进一步弘扬，“兔子王”也逐渐
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早时济南地底下，有百儿八十个
泉眼，哗啦哗啦地冲出一些臭泥汤子，
弄得到处都是水，又脏又潮湿，穷人小
孩生疮害病特别多。月奶奶有药不给
穷人治，专给少数富人治。

住在济南城里的一个少年名叫任
汉，想救穷人。八月十五月奶奶生日那
天，任汉跟随老和尚去祝寿，混进广寒
宫，得到仙女的帮助，盗得了药饼儿。
这时宫外浓云密布，寻得个云彩眼儿，
只有碗口大，怎么也钻不出去。这时，
宫里响起一阵钟声，寿宴已散，马上月
亮奶奶就要出来送客，被她见到就没
有命了。 在这当儿，仙女身旁的白玉
兔说话了：“现在只有牺牲自己，剥掉
身上的皮，披在少年身上，变成我这样
的白兔，才能钻出云彩眼。”说完，一头
撞在广寒宫大门上就死了。任汉为了
济南的穷苦百姓，忍着悲痛接过兔皮
披在身上，变成兔形，含着一大串药饼

儿，从云彩眼儿钻了出来，恰巧落在济
南城里的一条巷子里。他愁着没有法
子很快将药分给穷人，给月奶奶发现
夺了回去。这时突然听到泉声，想出办
法，把药饼塞到七十二个水泉泉眼里
去，这些泉水立刻变得清澈甜冽，就成
了济南府的七十二名泉。药饼儿被泉
水冲化以后，到处流着，一夜之间流遍
了济南全城。第二天家家户户锅里做
的饭都是香喷喷的，那些生疮害病的
人全都好了。

人们不晓得任汉到广寒宫里去的
那码子事，只知道八月十五那天，有一
只白兔，从天上带下来了许多药饼儿，
救了全城人的性命。所以每逢到这一
天，家家户户都把点心做成药饼的样
子，供养一个泥塑的兔子神。日久年深，
人们就把兔子神叫成兔子王，把药饼叫
成月饼。所以八月十五的月饼，并不是
供养月奶奶，原来是为了纪念任汉。

传统工艺也创新“兔子王”传承后继有人

“兔子王”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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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生和他的“兔子王”。
本报记者 唐娜 摄

▲在第五届文博会现场，周秉生在指
导女儿制作“兔子王”。

本报记者 唐娜 摄

▲生动可爱的“兔子王”泥塑吸引不
少市民驻足。

本报记者 唐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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