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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字绘画之风渐起，众多订购者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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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年

本报记者 杨淑君

72道工艺
制出东昌毛笔

据记载，明代中叶至清道
光年间是聊城东昌毛笔制作的
兴盛时期。孙金龙是东昌毛笔
制作技艺第26代传承人，今年
64岁，他从16岁就学习东昌毛
笔制作技艺。1月16日，孙金龙
告诉记者，东昌毛笔制作，要经
过齐材质、切材质、梳毛、湿理、
剔锋、修头、刻管等大小七十二
道工艺方可制成。在这些工艺
中，最严的是齐材质，选择的笔
尖用料要符合“尖、圆、齐、健”
的要求。制作毛笔最好的材质
是羊毫、狼毫和獾毫，其中以羊
毫，即山羊前腿内侧的毛最佳。

工序复杂，使用的工具也
有几十种：毛刀、梳子、快刀、笨
刀、刻板、帖子板、附笔板、絷
子、梳瓦、挖刀……手工制笔，
不仅是时间和体力的挑战，更
是技能与耐性的考验。

从16岁学习制笔，到如今，
孙金龙经常从早晨盘腿坐到夜
里12点。在水盆工艺环节，用尖
利的牛骨梳子，一遍遍地将毛

和麻梳匀在一起，就要三十几
遍。毛笔后期的制作，则主要是
择笔，是对毛笔质量的最后把
关，需要一遍遍地把弯的笔毛
剔除，即使有一根杂乱的笔毛，
也会影响整支笔的使用。

东昌毛笔
享誉海内外

东昌毛笔制作，清末始衰，
但仍有作坊30余家，较大的作
坊有余子尚、玉山堂、老文友、
魁允堂、恒顺堂等，小作坊有万
元长、文元斋、松华斋等。各作
坊工匠多者100余人，少者30
人。年产200余品种、300余万
支。民国时期，随着木版印书业
的没落，毛笔制作业也逐渐呈
现凋零景象，全聊城毛笔制作
工人不足200人，年产毛笔的数
量也只有50万支左右。1949年
后，制笔业再度兴起，而且从进
一步精选原料、改进传统工艺
入手来提高毛笔质量，不仅畅
销国内，而且出口销往海外，东
昌毛笔享誉海内外。

孙金龙回忆，“文革”期
间各地对毛笔的需求很大，他
所在的公社就组织人员成立
了“张堤口笔刷社”，老师和

学徒加起来有4 0人。那时候
制作毛笔的老师与学徒算得
上“高收入群体”。每天差不
多有4毛钱的收入，而凭苦力
下地劳动的村民，年终算账每
天才两毛钱左右。可以说，那
时东昌毛笔的手工艺人，日子
不难过。后来笔刷社解散，包
括孙金龙在内的8名毛笔制作
老艺人重又搭伙儿，坚持制作
毛笔5年。1988年前后，8人制
作毛笔团体解散。如今，唯一
坚持制作毛笔并销售的只有
孙金龙。

东昌毛笔制作
仅存一家

孙金龙的二女儿孙惠民说，
近几年，文事兴盛，习字绘画在
一些青少年学生、退休老人中间
兴起，眼下学生们都放假了，买
笔的纷至沓来，加上来访者，一
天有数百人。最近来买笔的来自
全国各地，香港、澳门、台湾的一
些顾客还慕名前来定制毛笔。

孙金龙最忧虑的，是东昌
毛笔技艺的传承。现在会制作

东昌毛笔的只此一家。曾有不
少年轻人前来想学习这项传统
技艺，但听说要学成至少需要
三年，学成后也不一定能获得
大的收益，就放弃了。

多年坚持制笔，练就精湛
技艺的同时，孙金龙也落下“职
业病”，手变形，还有关节风湿
病等，以前在每一支笔上刻字
的他，如今已无力再刻。他每天
都到毛笔店，看着来往于店里
钟情于毛笔的人，他常常想：这
项传承了600年的制笔技艺，将
来谁能继续传承？

聊城东昌毛笔制作距今已有600年历史。东昌毛笔制作技艺第26代传承人孙金龙，是目前唯一精
通东昌毛笔72道制作工艺的传承人。近年来，文事兴盛，习字绘画之风渐起，临近春节，东昌毛笔又吸
引全国各地的毛笔爱好者纷纷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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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龙用“笨刀”选取制笔

用的毫毛。

孙金龙专注地剔除毛笔头

上的杂毛。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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