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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刀刻下去
苹果葫芦“开出花”

4月7日，齐鲁晚报记者来到聊城东
昌府区堂邑镇路庄村丁桃玲的家中。此
时，丁桃玲正在用磨刀石磨制她制作片
花葫芦的片刀，她告诉记者她经常会磨
刀，让刀刃保持锋利，才能片出好看的片
花葫芦。

片花葫芦又称“刀削葫芦”，是山东
聊城地区特有的制作工艺。制作片花葫
芦前，手艺人会先将葫芦染成枣红色，再
用刀片进行雕刻，刀片过处露出葫芦本
色，红白相间，极为醒目。

“这种苹果葫芦，如果买是十元一
个，今年打算再种几分地，就不用去买
了。”丁桃玲一边说着，在她的片刀之下，
苹果葫芦上就开出了一朵朵美丽的花。

丁桃玲今年72岁，制作片花葫芦已
经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了。作为家里的老
大，从她16岁开始，父亲忙不过来的时
候，丁桃玲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片花葫
芦制作技艺。丁桃玲没念过书，她在家制
作片花葫芦，父亲就去外地售卖葫芦。

结婚后，丁桃玲和丈夫一起种植葫
芦，做片花葫芦，到处去售卖。她去过天
津、石家庄、上海等地卖过葫芦，其间也
有许多趣事。

丁桃玲对制作技艺标准有严格要
求。她告诉记者，在给苹果葫芦上油漆
前，她会先把葫芦在热水里煮一下，然后
戴上皮手套，外边再戴上线手套，轻轻地
将枣红色的油漆在葫芦上涂抹均匀。如
果涂抹不匀，或者漆涂得比较厚，葫芦就
没办法片花了。

“我一天能做6个葫芦。先辈就是一
刀一片，不重复用刀。主要技巧就是右手
抓刀掌握方向，左手大拇指掌握力度和
尺度，这样才能做出好的片花葫芦。”丁
桃玲说。

“北漂”学习中国画
返乡开始雕刻葫芦

在聊城中华水上古城中心光岳楼的
东北角，有一间名叫“福禄缘”的葫芦商
铺，这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

风刚的店铺。
于风刚告诉记者，他从1998年开始

制作雕刻葫芦和烙画葫芦。当时他才19
岁，也是他从聊城第一职业中专工艺美
术专业毕业的第一年。

毕业后的于风刚先是去了一家建筑
公司实习，当时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才60
元钱，后来在朋友带动下，他去北京找了
一份热水器销售的工作。他雕刻了两个
葫芦，随身带着去了北京。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热心大姐看
到了他雕刻的葫芦，认为热水器销售这
个工作不适合他，劝他把葫芦雕刻坚持
下去。这位热心大姐把于风刚介绍给一
位国画家，让他跟着学习国画。学习国画
半年多后，于风刚回到老家东昌府区堂
邑镇路庄村，正式开始了雕刻葫芦和烙
画葫芦制作。

刚开始，于风刚只是给别人加工葫
芦。后来，他和同村人合伙承包了21亩地
种植葫芦，然后自己雕刻。然而由于经验
不足，每个人才挣了600元钱。

2001年，于风刚改变策略，自己只负
责雕刻葫芦和烙画葫芦。

令他最为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和同村
的人去上海卖葫芦，一个旅馆住的都是
从聊城来的卖葫芦的人，他们觉得人多
肯定不好卖，于是转战苏州，但是没有卖
出去一个葫芦。最后他们辗转去了西安，
在西安的花鸟鱼虫市场里每人交了20元
钱的摊位费，于风刚卖了2元钱，同村人
卖了20元钱。他们身上带的钱已经不足
以支撑他们在西安继续卖葫芦，只好悻
悻离开。

“从西安回到聊城，已是晚上10点
多，两个人只剩了两块钱。我们俩只能背
着葫芦步行20多公里回家，走到家天快
亮了。”于风刚说。

2006年4月21日，对于风刚来说是个令
人难忘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他的工作
室在中华水上古城成立了。“受文化局邀
请，我来到城里，没想到有了现在的成就。
这都来自于自己的坚持。”于风刚说。

家家开通网上业务
请来主播直播带货

于风刚告诉记者，在人们的观念中，
葫芦与福禄谐音，代表美满的寓意。葫芦
可以用来做容器，盛水、盛酒、做鼻烟壶、
还可以做虫具、花瓶、家庭摆设和镇宅之

物，并且还可以食用。前些年，村民把葫
芦当作原料出售，每亩仅有一千多元的
收入，还愁销路。现在，借助前人的经验，
在葫芦烙刻上吉祥图案，一个葫芦附加
值增加了20多倍；能工巧匠采取勒、扎等
技术，塑造出吉祥如意的图案形状，葫芦
立刻身价倍增，一个葫芦能卖到三四千
元甚至上万元。村民们不仅大力生产观
赏葫芦、玩赏葫芦，还开发、生产出了乐
器葫芦、酒具葫芦、药具葫芦和烟具葫
芦。通过丰富葫芦的文化内涵，提高葫芦
的商品附加值。

现在的葫芦，在保留传统工艺内涵
的同时，又注重与现代时尚消费观念相
结合。工艺葫芦在传统雕刻和片花的基
础上，又创新了烙花、砑花、绘花、拼接、
范制、勒扎、打结等近百个品种。

记者了解，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村
位于镇驻地北3公里处，是著名的中国葫
芦第一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山东省十
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村，旅游资源丰
富。主导产业以葫芦种植加工为主，葫芦
种植户300余家，葫芦种植面积1200余
亩，年产量1200多万个，葫芦加工大户12
家，普通加工户300余家，年产值近2亿
元。

每年九月是葫芦收获的季节，来自
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此选购葫芦产品。这
里的葫芦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以及美国、
日本、韩国等国家。从2004年以后，于风
刚就不再摆地摊卖葫芦了，开始接大量
的订单，客户群主要面向景区和企事业
单位。

“我的产品甚至卖到了美国、智利等
国家。大部分客户都是在网上找到我的。
前期只是要一小部分，后期就会有大量
的订单涌来。”于风刚说。

如今，路庄村几乎家家开通了网上
业务，有数十家快递公司在此设置了物
流点，被阿里巴巴总部评为聊城市第一
个中国“淘宝村”。“我专门找了主播在淘
宝直播卖葫芦。主播拿营业额的20％分
成，疫情之前每个月直播带货销售额在
六万块钱左右。”于风刚说。

经巧手雕刻身价倍增，一个能卖到几千元

“小葫芦”撬动年产值2亿元“大市场”

2022年4月13日 星期三 A05山东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于风刚说，前些年，聊城
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村村民
把葫芦当作原料出售，每亩
仅有一千多元的收入，还愁
销路。现在，能工巧匠采取
勒、扎等技术，塑造出吉祥如
意的图案形状，葫芦立刻身
价倍增，一个葫芦能卖到三
四千元。村民们不单大力生
产观赏葫芦，还开发、生产出
了乐器葫芦、酒具葫芦、药具
葫芦和烟具葫芦。通过丰富
葫芦的文化内涵，提高葫芦
的商品附加值。

文/片 齐鲁晚报记者 胡兵
通讯员 朱雪松

“学习创作麦秸画，不仅
锻炼了我的手、脑和耐心，还
让我很有成就感。”刘成峰说，
虽然要从搜集、加工原材料开
始，耗费时间和精力，但每次
看到最后出来的成品，就想要
挑战更高难度的作品。

麦秸画是一种以麦秆为
原材料，通过对麦秆的加工
与处理，经过设计，然后是熨
烫、剪贴、装裱等传统工艺制
作而成的民间工艺美术。而要
将普通麦秸成为麦秸画的原
材料，还要通过挑选、漂洗、蒸
煮、晾晒等处理程序，用多条
麦秸粘在一起，做成麦秸画的

“画布”，用电烙铁作为“画
笔”，结合温度的变化，烫出栩
栩如生的人物和景色。

刘成峰自幼爱好美术、
书法，在1994年开始接触麦
秸画。为了最大程度发挥麦
秆画制作工艺，刘成峰买来
制作麦秆画的电烙铁、漂白
和染色等专业器械，潜心研
究麦秆画选材、制作流程。

刘成峰说，相对前期的
临摹，最复杂的还是层次感
的实现，除了要掌握不同的
人物、动物的剪法，还要注意麦秸品种的
选择。裙襦要选用长麦秸，动物羽毛、鳞片
要选择金属光泽度高的麦秸，整个制作过
程也是很枯燥和艰辛的。

当前，麦秸画面临着人手、宣传等困
难，销售渠道也并不理想，麦秸画制作精
美，销售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有
些价格也能卖到上万元。作为德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麦秸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刘
成峰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保留技艺
的同时，还想要慢慢将这份手艺推向大众
视野。非遗的传承，对于他来说，更是一种
使命。

为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麦秸画”
的传承行列，临邑孟寺镇政府投资兴建了非
遗展厅，并将其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研习基
地免费对公众开放，为更多喜欢麦秸画的人
提供展示和学习的平台。“我希望麦秸画能
够成为临邑特色产业，以麦秸画作为伴手
礼，吸引人们来这里鉴赏和购买麦秸画，让
麦秸画成为临邑的艺术名片。”刘成峰说。

用一根一根不起眼的麦秸，平整地粘
在一起，然后熨烫在麦秸纸上，经过设计和
描画，一幅虎视眈眈的虎啸图就呈现在人
们眼前。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麦秸条，经刘
成峰之手创作，成为具有浮雕艺术效果的
惊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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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风刚正在雕刻葫芦。

刘成峰在创作麦秸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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