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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葫葫芦芦上上能能雕雕刻刻一一千千个个福福字字
工艺大师张冰赋予葫芦更多美好寓意

本报记者 于悦

工艺美院就读时
爱上手工雕葫芦

从1984年到1988年，张冰就
读于山东工艺美院，1985年前
后，社会上兴起了改革开放后对
民间艺术的第一次重视，“一般
来说，纯学习美术的学生接触工
艺的东西较少，但我们就能接触

很多，比如雕刻、印染、编织等，
上课时老师就会讲到，学校里也
有些民间艺术展览。”

和一般的民间艺人不同，
张冰系统学习了各类民间艺术
的理论知识，但工艺美院并没
有几个学生从学院派走上手工
艺人这条道路，更没有葫芦雕
刻这一课程，但那时候济南却
是山东葫芦的消费中心和集散
地，近邻聊城是全国最大的葫
芦产地，因本地没有市场，就大

量外销到济南。
张冰还在上学时，英雄山

下就有些聊城人卖葫芦，“那是
一种扁圆形的用来养蝈蝈的葫
芦，手艺人每次挑一担子过来，
现场在上面刻戏曲人物故事，
卖得很便宜。我和同学们经常
去淘这种葫芦，就为了看上面
刻的画。”张冰说，他还向这些
艺人学习葫芦雕刻的刀法、构
思等，这对他后来搞葫芦雕刻
有直接影响。

雕出千福葫芦
摘得民艺最高奖

从工艺美院毕业后，张冰
去了旅游局从事旅游纪念品的
设计和开发，当时旅游局拿出
一笔资金做了两年的葫芦试
验，他也是参与成员之一，“葫
芦工艺分六七种，不只雕刻，范
制葫芦也是一类，简单地说就
是扣模子，后来我逐渐将彩绘、
烙画、镂空等工艺都尝试在葫
芦上。最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
还是镂空雕刻。”

一开始做葫芦雕刻时，张
冰也像那些民间艺人一样只在
表面刻线条轮廓，那时并非没
有镂空技艺，但只是为了起到
透气的实用效果。后来他开始
尝试艺术镂空，1991年他带着
自己做的一个葫芦灯罩和一套
葫芦茶具参加了第二届北京国
际博览会。

“那时的雕刻理念并不成
熟，直到2000年左右，我才完全
确定了自己做葫芦镂空雕刻的
工艺方向，立志做前人没做过
的东西，就是葫芦的通体雕刻，
并且要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理
念，达到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的
艺术效果。”张冰说。

2004年，在全国工艺美术
博览会上，张冰带来的一件葫
芦镂空雕作品获了金奖，在20
厘米高的葫芦上通体雕刻了一
百个寿字。“百寿”葫芦得到广
泛认可后，紧接着张冰又在一

只40厘米高的葫芦上刻了一千
个福字，经咨询专家，这种在器
物上镂空雕刻千字的做法，在
此之前从未有过。这件作品摘
取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奖。

花费六年著书
介绍济南工艺美术史

张冰说，在天然葫芦上刻
字可不简单，首先要注意的是
葫芦的承受力，它的特性是脆，
外皮硬内皮软，刻得太用力就
会断，就前功尽弃了，以千福葫
芦为例，葫芦外形是曲线状，字
却是直线，每个字的大小和葫
芦的尺寸有对应的比例，这种
比例无法用数字形容，只凭经
验断定。

说起为何刻福寿二字，张冰
说，葫芦这一物品历来受很多人
欢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葫芦
协会，但在中国葫芦被赋予更多
的美好寓意，由于谐音福禄，在
葫芦上刻福字、寿字也和它本身
的文化内涵相吻合。

除了做手工艺人，学院派
出身的张冰还有另一个工艺研
究者的身份。2005年后他用了
六年时间走遍济南的山山水水
和大街小巷、考察古迹遗存，访
问了200位工艺美术工作者，撰
写了《济南工艺美术史》一书，
填补了地方工艺美术史研究领
域的空白。作为非遗传承人的
他也在为记录和传承更多的非
遗项目而努力。

在人们眼中，葫芦历来是一种吉祥之物，取材葫芦做成的手工
艺品也颇受欢迎。在济南有一位专攻葫芦雕刻的工艺大师张冰，他
能在一只40厘米高的葫芦上雕刻出一千个福字。不仅如此，他还涉
足多种济南民间工艺的研究，写出了一本《济南工艺美术史》。

葛纸上非遗展

张冰先生展示自己雕刻在葫芦上的水浒一百单八将。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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