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2022年1月23日
星期日

记

/

录

/

美

/
好

/

瞬

/

间

□
编
辑

蓝
峰

□
美
编

继
红

□
组
版

刘
淼

扫码看视频

文/图/视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媛 实习生 赵婧

冬日阳光照进屋里，炉灶上，铜
锅里的糖在阳光下冒着小泡泡，散
发出麦芽糖的香甜。济南市历城区
遥墙街道大李家村，39岁的李莹一
身红色唐装端坐铜锅旁，轻轻舀起
一勺糖，在玉石上飞快地来回浇铸，
缕缕糖丝飘洒，一只栩栩如生的老
虎呈现在玉石板上，再趁热粘上一
根竹签，一幅老虎糖画就制作成了。
农历虎年马上就到了，李莹在草稿
纸上创作了好几种老虎的造型，有
上山虎、下山虎、卡通虎、布老虎等
等，很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

糖画亦糖亦画，可观可食。民
间俗称“倒糖人儿”“倒糖饼儿”或

“糖灯影儿”，分为平面糖画与立体
糖画两种。李莹的母亲靠着这门手
艺养家，李莹从小耳濡目染，也喜
欢上糖画这门手艺，并很快学会了
制作糖画。

孩子出生后，李莹为方便照顾
孩子，开始专职制作糖画。“不如出
去上个班”，刚开始父母不同意，不
想让闺女走他们的老路，但是李莹
很坚持，她是真的很喜欢这门手
艺。为改进糖的配方，她浪费了好
多材料；为了创作更多的造型，她
反反复复在草稿纸上练习。除了制
作十二生肖、花鸟鱼虫、飞禽走兽

的传统糖画造型，喜欢画画的李莹
还经常创新造型。时下流行什么，
李莹就画什么，比如小朋友喜欢的
卡通人物或者动物造型，李莹几乎
都信手拈来。

她还经常一个人拉着装有制
作糖画的锅、勺、玉石板等工具的
行李箱，到处去赶集、摆摊，或者是
参加演出活动。因为在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再苦再累，她都满心欢喜。
有一次社区里搞活动，排队领糖画
的人排了很长很长的队伍，李莹没
想到糖画这么受欢迎，一下午时间
她做了200多个糖画，活动结束后
胳膊都酸了。

除了制作糖画，李莹很喜欢各

种民间手工艺，学会了制作面塑、
剪纸、草编、扎染等诸多民间手艺。

“技多不压身嘛！”她笑着说。如今，
她手底下有三四十个学员跟她学
习，有大学生也有宝妈，李莹毫无
保留地把一身技艺传授给他们。

春节前后这两个月，正是李莹
最忙碌的时候，各种庙会、年集、演
出一场接着一场。虽然很忙，但是
李莹最喜欢的还是去校园、社区或
者文化馆里做公益，每当看着孩子
们一双双好奇的眼睛、跃跃欲试的
小手，李莹就感觉自己做的事情非
常有意义。明年，李莹准备在家乡
开个工作室，让更多乡村的孩子感
受这些民间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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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展示制作好的几款老虎糖画。

小朋友们是糖画的主要消费群体。

寒假里，李莹带着社区里的孩子学习制作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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