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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宋祖锋

进了腊月门，春节红对蜡到
了销售旺季。在即墨段泊岚镇西
大于庄村，王际昌传承手工制作
春节对蜡已近40年，现在一天制
作一吨春节红对蜡。

1月4日，在王际昌的家里，几
名工人正在制作春节对蜡。融化、
定型凝固、烫金……经过一道道
工序后，一根根红彤彤、印着吉祥
喜庆对联的春节对蜡送到客户手
中。“我从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学习
做蜡，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52
岁的王际昌说，他的制蜡烛手艺
是父亲传承下来的，从上世纪70
年代初他父亲就在村里开始制作
蜡烛。他们村生产的对蜡在即墨
当地非常出名。经过几十年发展，
虽然制蜡工具几经更新换代，但
还保持传统的手工制作工艺。

“进入腊月以后，春节对蜡到
了销售旺季，现在一天就能制作
一吨春节对蜡。”王际昌说，进入
去年11月后，他们就开始制作春
节对蜡，一直到春节前两三个月
一共能制作七八十吨，除了供应
即墨及周边地区外，还销往菏泽、
济宁、潍坊、烟台等省内各地。

王际昌介绍，制作春节对

蜡，一般需要化蜡、上色、定型、
晾干、烫金五步。“先将固体白蜡
放入锅里融化，然后加上红色的
颜料。把融化的液态石蜡倒入模
型中，经过半小时到3小时冷却
固化，最后在蜡烛上印上各种喜
庆的对联，各种造型的红色春节
对蜡就做成了。”王际昌说，制作
好的春节对蜡根据客户的要求
大小不一，最大的一对蜡烛重
2.6斤。制作好的对蜡上印有“满
堂欢乐、全家幸福”“阖家欢乐、
恭喜发财”等金色对联。“除夕
夜，一些农村家庭有点红对蜡的
习俗，寓意一家人生活红红火
火。”王际昌说。

“现在电灯照明已经很普
及，蜡烛需求越来越少。”王际昌
说，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
村照明经常限电，蜡烛就成了大
多数人晚上照明的必需品。那时
是蜡烛制作最辉煌的时期，整个
西大于庄村有近30户村民在家里
制作蜡烛，成为远近闻名的“蜡烛
村”。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蜡烛需
求越来越少，加上利润低，许多人
都另谋生计，如今他们村只有他
一家还在坚守制作对蜡。

“除去人工、原料成本，平均
一吨对蜡差不多能赚1000元。”
王际昌说，如今他和妻子、儿子
一家三口都从事制作对蜡这个
行当，虽然一年能赚七八万元，
但远不及三人外出打工赚钱多。

“能干一天是一天，这么多年了
也舍不得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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