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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见习记者 孙文
迪

火树银花不夜天
村民十几里赶来看表演

2月24日，农历正月初十，
年味儿依旧浓郁。在邹城市大

束镇北葛村里，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一场精彩的“打铁花”
表演即将上演。

下午5点半，孔庆法和儿
子孔凡良架上坩埚炉，烧上炭
火，熬起铁水。“这铁水得熬上
半个小时。”孔庆法边说边往
小火炉里加炭火，“今天准备
了3个坩埚炉，200斤焦炭，150

斤生铁。”
天色渐暗，现场有从方圆

十几里赶来的村民，也聚集着
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家都满怀
期待等着“打铁花”表演。晚上7
点，“打铁花”表演正式开始，孔
庆法父子选择北葛村宽阔场地
上的一棵20米高的老杨树作为
花树，进行“打铁花”表演。

孔凡良一手拿着用新鲜
柳树棒制作成花棒，用专门的
长柄小匙盛出熬好的铁水，浇
入到花棒的顶端直径3厘米大
小的圆形坑槽里，随后迅速跑
到花树旁，用另一根花棒猛击
盛有铁汁的花棒，伴随着嘭嘭
啪啪的打击声，铁汁冲向花
树，遇到杨枝立刻迸散开来，
铁花飞溅，流星如瀑，形成五
彩斑斓的火花。

孔凡良开了个好头，后边
的打花者一棒接一棒，一人跟
一人，一人打的比另一人还要
高。“现在父亲年纪大了，就由
我和村子里的爱好们进行打
花。”孔凡良说，今天村子里来
了8个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过
两年到三年的打花经验。

儿子传承父亲技艺
“打铁花”表演进城市

74岁的孔庆法是北葛村
孔氏家族掌握打铁花技艺的
第三代传人，每年元宵节他都
会提前准备好打铁花所用的
坩埚和焦炭，在村里表演三四
天。“这是个技术活，有很多讲
究。”孔庆法说起“打铁花”的
过程兴奋不已，“溶铁用的坩
埚要用特殊的耐高温粘土捏
出来，打花用的铁必须是生
铁，花树要挑选大树，树冠越
大 、树 枝 越 茂 密 效 果 越

好……”
“要不是年龄大了，身体跟

不上，他能一直打下去。”儿子
孔凡良说，父亲年纪大了，精力
和体力都跟不上。从2000年开
始，他就不再外出打工了，悉心
向父亲学习“打铁花”。

“‘打铁花’是我们村的传
统，也是父亲的心血，我不做
谁来做？”孔凡良坦言，因为有
补锅的手艺，也算半个手艺
人，他学习‘打铁花’倒也不是
很困难。十八年的学习，孔凡
良完全可以不用老父亲“出
马”，但父亲总是一到元宵节
临近，就开始念叨，“今年到时
间‘ 打 铁 花 ’了 ，准 备 起 来
吧……”

“去年春节我们去了济宁
太白湖景区‘打铁花’，今年要
去五彩万象城。”孔凡良说，能
去济宁城区景区表演“打铁
花”，他和父亲都很高兴。“能
够让城里人看到这个民间艺
术，我们会打的很起劲。”

联络组织这一项技艺重
现于市民眼前的，是大束镇北
葛村村支部书记付凤良。“我
们村这个‘打铁花’的历史有
300年了，期间有过停止。”付
凤良说，1995年，他重新组织
起了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到今
天，“下一步我们要去更大的
地方表演，让这个艺术传承下
去、走出去。”

“打铁花”表演，邹城北葛村流传三百年的民间艺术

子子承承父父业业，，走走进进城城里里展展示示技技艺艺
火树银花不夜天，邹城市大束镇北葛村74岁的孔庆法带着51岁的儿子孔凡良操起“打铁

花”这项技艺，元宵节期间为方圆十里的村民和慕名而来的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由于孔
庆法年纪大了，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如今儿子孔凡良接过这项技艺，继续传承和发展。“这是
父亲的心血，我不做谁来做？”

孔 庆
法 父 子 表
演“ 打 铁
花”吸引了
很 多 人 来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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