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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杨红卫：

扎扎鸢鸢三三十十载载，，““放放飞飞””风风筝筝文文化化

┩倒得

6月10日，是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随着国家对文化的日渐重视，非遗被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以前人们口中的“小玩意儿”风筝，如今已成为文化传承的代表。

生于风筝之都潍坊，长于风筝世家，杨红卫注定与风筝有着解不开的情缘，作为国家级非遗潍坊
风筝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红卫三十年如一日坚持纯手工制作，用双手赋予风筝以温度与生命，也
诠释着工匠精神的真谛。

本报记者 刘雨涵

痴迷风筝制作
“龙王”轰动世界

8日，前来济南参加“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杨红卫
带来的龙头蜈蚣风筝“百子呈
龙”赢得了人们的赞叹。这只风
筝有52个腰结，每个腰结上都
是一个小故事，故事的主角是
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胖娃娃。有
不少观众觉得这些娃娃很是眼
熟，杨红卫解释说，它们取材自
杨家埠的童子类年画。

提起杨家埠，人们第一个
想到的肯定是年画，但是它还
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潍坊
风筝的发源地。生于杨家埠，又
长在风筝世家，对从小就耳濡
目染的杨红卫而言，风筝可以
说是根植于血液中的。“每次去
爷爷家，就看到他在那里做风
筝，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就是一
个做风筝的人。”杨红卫的爷爷
就是被称为“风筝王”的杨同
科。“爷爷从8岁开始学做风筝，
早先学做这个是迫于生计，后
来爷爷非常痴迷。”

杨同科的这分痴迷也遗传
到了杨红卫身上，她是这个风
筝世家的第三代传人，也是他
们这一辈中的唯一一人。“我们
家兄弟姊妹6个，两个叔叔家还
有姐弟，但是他们都没有对做
风筝深入进去，干了一段时间
觉得没有那么赚钱，就都转行
了。做这个东西，首先你要喜
欢，如果不喜欢肯定是做不下
来的。”

虽然潍坊一直有着做风筝
的传统，但直到1984年举办了
第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后，当
地才真正兴起了风筝热。1986
年，杨红卫的父亲协助杨家埠
村里建起了一座风筝厂，因为
热爱，当时在做印刷工作的杨
红卫毅然回到老家进入了风筝
厂。此时恰逢第三届潍坊国际
风筝会举办在即，这也是第一
届全国风筝邀请赛，作为风筝
发源地的杨家埠自然想一展身
手。“一开始我们想做个50米的
风筝，因为以前的风筝也就是
20来米，后来想干脆就做一个
最大的，于是决定做一个360米
的龙头蜈蚣风筝。”这样的风筝
谁都没见过，更没有做过，20多
个人加班加点做了两个月才完
成。“那年4月1日在潍北放飞
场，我们用8吨重的东风大卡车
做牵引，40多个人帮着我们，终
于成功放飞，接着就轰动了全
国甚至全世界，美国的《洛杉矶
时报》、日本的《朝日新闻》都做
了整版报道，把我们的风筝叫
做‘龙王’。”回想起30多年前的
这一幕，杨红卫的眼中依然闪

着光。

兼容并包年画特点
以风筝传承文化

“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
青，个个擅扎鸢”，心灵手巧的
杨家埠人擅长多项民间技艺，
兴于明代盛于清代的杨家埠风
筝也兼容并包年画的特点，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放到空中是
风筝，挂在家里是年画。”杨红
卫这样总结杨家埠风筝的特
点，“杨家埠的风筝跟年画是姊
妹艺术，杨家埠的风筝很多都
是取材自年画，而杨家埠年画
的特点是‘头比身子大，鱼比孩
子大’，比较夸张、喜庆。”由于
取材的原因，杨家埠风筝往往
包含了许多典故，比如耳熟能
详的五子夺魁、刘海戏金蟾、老
鼠嫁女等故事。“我们做的是风
筝文化，以风筝为载体，同时也
是在传承一种文化。”

而杨家埠风筝到了杨红卫
手中，又多了一些独特的标签。
坚持单只试飞，是杨红卫独有
的原则，虽然现在风筝越来越
工艺品化，越来越讲究装饰性，
但是在杨红卫的理念中，风筝
必须要能飞得起来，否则就不
能称之为风筝。以前的风筝以
硬翅风筝居多，只要做到竹条
均匀、骨节周正、上下对应、左
右对称，基本上就能起飞了。但
硬翅风筝不方便携带，他们现
在做的多是折叠风筝，这种可
拆装的风筝想要起飞就比较复

杂了。“骨架的左右对称、纸面
的厚薄、幅面的松紧、竹子的软
硬度等等都会影响到。”杨红卫
做的风筝不仅保证每只都能起
飞，而且是“一级风飞起，五级
风不折”，“看到自己做出来的
风筝放飞起来，那种成就感是
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用料考究也让杨红卫的风
筝脱颖而出，“我们用的全部都
是真丝材料，竹子都是一年半
或者两年以上的毛竹，而且要
选用福建一带的，因为那边的
竹子柔韧性比较强，做起风筝
来挺脱好看，不容易变形。”

坚持品质
做传统风筝守望者

到现在为止，杨红卫的风
筝还是坚持纯手工制作，不掺
杂一点机器成分在其中。她认
为，传承风筝最主要的是传承一
种技艺，而这种技艺就体现在手
工上面，“从手里出来的东西是
有生命力的，机器做的东西千
篇一律，是替代不了手工的。”

纯手工打造也让杨红卫的
制作速度和数量受到了限制，
在成批量制造的工业化大潮
下，如何保持这分初心考验着
杨红卫的定力。1994年，有个德
国客户想要从杨红卫那里买40
万元钱的风筝，这在当时来说
收入是十分可观的，但是注重
质量的杨红卫决定自己能做多
少就接多少，最后她只做了不
到4万元的风筝。当时有代理商

说她傻，就不会接了活分下去
找别人干？杨红卫则说，我只能
保证自己做的风筝的质量，不
敢保证别人的，尤其是在农村，
大家的质量意识都比较差。“我
要求自己的风筝每只都能飞得
起来，就算100只风筝中有99只
都能起飞，但是买到剩下那一
只的客户是百分之百不起飞
的，即使有再多的钱如果我做
不出来，我是不会去赚这些钱
的。”

这几年杨红卫的小作坊中
人手更少了，只剩下三四人，原
来跟她一起干的几个姐妹都当
姥姥带外孙了，不过外甥女徐
洋的加入让她的小团队又有了
些朝气。“现在干这一行的年轻
人真的不多了，干这一行要耐得
住寂寞，做这个每天都是重复的
工作，没有耐心可不行，而且这
一行做久了肩周、手部等关节都
不行了，比较辛苦。好在徐洋比
较喜欢，毕业之后就干了这一
行，一做就是十几年。”从杨同科
开始算起，杨红卫说，到了她这
一辈的第三代传人就只剩下她
一个了，现在她从外甥女徐洋
这个第四代身上看到了希望。

现在杨红卫经常会免费
到学校传授风筝制作技艺，为
的就是能让更多年轻人喜欢，

“只要有人喜欢，将来就可能会
去传承。”虽然获得了诸多荣誉
称号，但是杨红卫还是自称是个
手艺人，与风筝打了一辈子交
道，她表示，自己想要做的就
是一个传统风筝的守望者。

杨红卫，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潍坊风筝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潍坊

“风筝王”杨同科第
三代传人，曾荣获首
届国际风筝工艺大
师、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十大模
范传承人、首批齐鲁
文化之星、山东省民
间手工艺制作大师
等称号。

1992年应邀参
加香港“世界同乐
日”活动，荣获最佳
设计和最长风筝放
飞大奖；曾赴巴林、
德国、美国等展示风
筝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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