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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花2万元买来的曹鸿勋书写的对联，拿到
拍卖行卖出了8万元。范曾不足一平尺的小扇
面，20多万元买的，拍出50多万元的高价。14
万元买来一幅画，转手卖到50多万元。一倒
手，价格暴涨，这是书画经纪人、祥和斋画廊
山东店负责人刘庆祥常有的“好事”。

“经纪书画主要是靠眼力、时运和诚
信。”刘庆祥告诉记者。

发现曹鸿勋的对联，刘庆祥毫不犹豫地买
下。“曹鸿勋是光绪二年进士第一，状元，深
厚的文化功底自不待言，他还是潍坊一个胡同
三状元之一。”刘庆祥判断，这些都是卖点。

线下书画交易只是刘庆祥经营的一部分，
更多的交易在网上完成。2009年，刘庆祥加入
网上中国书法超市，到2010年网上年交易额已

达到500万元，在2012年已过千万元。
刘庆祥说：“原来只是寿光喜欢书画的人

知道我，上网后朋友圈迅速扩大，可以说全国
喜欢书画的人都可以找到我。在这样的机遇
下，我就做大了。”

在寿光，像刘庆祥开画廊做书画经纪人
的，现在已有100多人。

选择适合的画家和作品

祥和斋山东店位于寿光圣地茶博花卉书画
古玩城，店内更多的是年轻书画家的作品。隋
晓玲的花鸟四条屏，每条的价格为4000元。

隋晓玲画鸟多为麻雀、燕子、翠鸟等，花
卉则多为牡丹、茶花、荷花等。“这些花鸟都
是生活中常见的，所以她的作品亲切、可爱。

她的花鸟画最大的特色是生动，无论是飞、
立、啄、鸣，无不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她能抓住飞鸟活动中瞬间的动态，跃然于纸
上。”刘庆祥认为，隋晓玲潜力很大。

寿光人隋晓玲，1981年出生，在天津美术
学院毕业后留校，目前师从著名花鸟画家孙其
峰学画，这也是刘庆祥判定其潜力的重要因
素。

1984年出生的李博，山水水墨画每平尺
1000元，画家霍春阳的花开富贵和崔子范的双
鲤图都标价12万元。隋晓玲、李博、霍春阳毕
业于中国的美术八大名院。“盯学院是因为留
校学生往往是比较优秀的，值得关注。老师带
学生，代代相传。”刘庆祥说。

看到喜欢的青年书画家，刘庆祥选择最优
秀的进行研究分析。有无深厚的文化传统功
底、有无创新，从而判断其有没有前景。从长
远看，刘庆祥不用担心没有画家可做。

刘庆祥告诉记者：“经纪人选择适合自己
的画家和作品，才能做得更好。”

闲钱玩字画乐在其中

刘庆祥从小喜欢书画，自己也时常写写画
画。上学时出板报，是他的一大乐趣。工作
后，单位领导与省里的一些书法家熟悉，刘庆
祥有机会跟着学习。

“当时没有买画的意识，而且画家也很抵
触买卖，遇到喜欢的画家，我就去求画。”刘
庆祥说。

那时一幅画三五百元，刘庆祥省吃俭用买
来。2007年，刘庆祥和妻子退休后，开了一家
茶庄。他把收藏的书画都放进来，也与青州的
画廊联系，逐渐请画家来。

2009年，刘庆祥在网上做起书画，生意有
了很大起色。“2009年至2012年市场比较好，
做书画的都赚了钱。”刘庆祥说，火爆的时
候，炒名家书画，有的一平尺一年可以从10万
元涨到40万元。

从2013年下半年，书画礼品市场开始萎
缩。“原来进的画价格偏高，现在亏钱卖也没
有人敢接。”刘庆祥认为，不是书画市场不行
了，而是以前的经营模式需要转变。

2015年以来，刘庆祥的书画卖出了200多
万元，与往年相比是下滑，但与同行相比算是

较好的。“现在人们买画更多的是收藏，自己
欣赏、学习，不再是送礼，所以定价、进货都
需要眼光。”刘庆祥说。

如今，寿光有大大小小100多家画廊，而7
年前不过十来家。去年5月，寿光成立画廊协
会，刘庆祥担任副会长。“为何我能被认可？
讲诚信，薄利多销，能退能换，不做假画，让
买家买着放心。”刘庆祥说，字画是雅玩，不
能总是盯着赚钱。用闲钱来玩，这样没有压
力，就可以乐在其中。

本土书画家更需“推一把”

刘庆祥不代理寿光本地的书画家，但书画
经纪人苗乃轩却盯上了本地的书法爱好者程福
田。

“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专门拍过他的作
品。程福田曾去北京学习，得到名人指点。他
的草书被认为具有大师级水平，好多人都来求
他的字。”苗乃轩认为，今年60岁的程福田极
具潜力。

上海一位老板看到程福田的字，专程前来
拜访，一幅“沁园春·雪”，给了2万元。不少
农民拿着宣纸前来求字的更多。“现在一副中
堂能卖到1 . 4万元。”程福田告诉记者。

1992年的一天，程福田看到毛泽东的草书
《忆秦娥·娄山关》后，被书法的魅力所吸
引。“被震撼了，感觉书法怎么那么美。”程
福田说，从此他每天坚持练习一个半小时的书
法。

2002年央视春节晚会上，一位老人用粉笔
在黑板上双手同时书写正书、反书，程福田深
受启发。他开始试着将两手分开练习，右手练
习倒书、反书，而左手则从头练起，从笔画拆
分开始，然后由正书转为反书、倒书，最后再
双手双管齐下，同时书写。

现在，程福田已经掌握了左右手同时正
书、反书、倒书，再结合从上至下、从下至上
等不同的书写顺序，共掌握了16种书写方式。
他还可以左右手同时分别书写“福”、“寿”
等吉祥字。

“程福田写字很有功底，但现在仅限于寿
光人知道，很需要借力推一把。”苗乃轩说。

目前，苗乃轩正帮着联系各种书法大赛，
希望程福田获得好的名次与名气。

已有100多家画廊 线上线下同时交易

寿光崛起书画经纪人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单辰

寿光市文化局原局长李学森，虽已年近
八旬，仍每天练习书法。4月29日，当记者来
到李家时，正在练字的李学森赶忙呼唤妻
子，“老伴，把那个……那个‘稿’和热水
拿来，来客人了。”

李老的意思，是让老伴把招待客人用的
碧螺春拿出来沏上，但一时想不起，便称之
为“稿”。

“这不仅是我和老伴两个人之间的默
契，也是所有寿光人的默契。”李学森笑着
说，不论叙家常还是话大事，寿光人经常
讲：这个“稿”怎么着，那个“稿”怎么
样。“把一个问题、一件奇事、一项工作，
用‘稿’来代表，概括其意、囊括重点，大
大缩短了说话时间，减少了废话。”

李学森认为，“稿”可以代表一件很复
杂的事情，也可以指具体的物体。

一边品茗，李老一边讲起了寿光“稿”
的来历。

传说，周文王死后，王位传于儿子姬
发。姬发继位为武王，拜姜子牙为尚父，废
除奴隶制、发展生产。在百姓的拥护下，武
王统一了天下。

一天，周武王把姜子牙、散宜生、姬
旦、管叔、蔡叔等传到议事厅，征求如何治
理国家、巩固和发展既得成果的对策。管叔
主张穷追猛打，把商王朝的残余势力全部消
灭干净、不留后患；姬旦主张从人民的生活
着眼、应抓稳定；姜子牙主张统一文字，文
字统一了才能施政。武王听取了姜子牙的建
议，传令各地，进行文字统一工作。

散宜生讨伐商王朝的东北侯时，听说仓
颉造字时有一本书稿。他把这一重要线索提
供给了姜子牙，姜子牙立即禀告武王。武王
向全国发出通告：凡献出仓颉书稿者，晋封
嘉奖。

于是，全国上下，从王室官吏到乡间百
姓，均投入到找“稿”的活动中。姜子牙奔
赴仓颉故地北海滨城，在北海滨城以西风景
秀丽的高埠，发现一块墓地。姜公将其中一
墓进行挖掘，从中发现了仓颉造字的书稿：
一块不大、不方正的石头，其上刻有仓颉文
字。

“稿”找到后，武王举行了7天的大庆。
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烧香磕头，顶礼
膜拜。自此，仓颉书稿就成了这一带人们对

于难解之谜的代名词。
“仓颉书稿，在后来的战乱中被人盗

取，文字的统一工作也终止了。但从那之
后，寿光人概括其事为‘稿’，寿光方言中
也便有了‘稿’这个代名词。”李学森说。

寿光“稿”的传说地域性强，简单易
懂。同时，“稿”的传说故事内容丰富、流
传历史悠久。一代代人口口相传，具有很强

的社会认可度，老百姓喜欢，也随之成了习
惯。

2013年7月，李学森所著《文翰辑览》由
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
他1991年发表的《寿光“稿”的传说》一
文，里面有关于“稿”的来历的详细描述。

临别前，李老拉着记者往院子东边走，
“过来看看，我有个好‘稿’。”

院子东侧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一棵近4米
高的无花果树。“年年下果，一个果子比半
个拳头都大，特别甜。”李学森说，“等今
年下了果，来我这吃。这个‘稿’可是好东
西，不一般啊。”

2010年7月，寿光“稿”的传说被列为寿
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稿”的传说，大有来头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寿光市田柳镇东头村67岁的李汉杰，是
村里最后一个还在制作箩的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以地瓜干、高
粱和玉米为主食。高粱、玉米要磨成面，全
靠人工推磨。”李汉杰说，“推磨离不开
箩，所以家家户户都有箩，修箩也就成了好
买卖。”

据李汉杰介绍，当时全村500多户人，

有120多户靠修箩为生。“我25岁那年，也
加入了修箩这一行，跟着老人们走街串
巷。”李汉杰说，“每天骑车下乡，光自行
车就骑坏了3辆，那会儿生意好得不行，一
天下来纯收入能有3元，在当时算是高薪
了。”

制箩工艺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制作
材料也在变化。“箩圈从最早的曲木发展到
现在的人造板，箩底从马尾到如今的聚乙
烯。”李汉杰说，随着历史变迁，制箩工艺
发生了很大改变，其间还出现过马尾箩、铜

箩、丝箩、钢丝箩等种类。
对于东头制箩工艺的起源，村民口口相

传称：明朝永乐年间，祖辈移民东头村时，
已经有人开始制箩。那时村民吃粮食用石磨
推，用箩将较细的面筛出，是当时生活富足
的表现。箩的用处很广泛，不仅箩面，药房
里也常用来箩药材，现在还有一些家庭，在
夏季面粉长出面虫后，用来箩虫。

“东头村既不靠山、也不临水，土地碱
化，资源匮乏。但聪明的东头村人依靠便捷
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靠手艺补贴家
用。”李汉杰说。

1947年前后，东头村制箩行业达到鼎盛
时期。当时制箩手艺分工很细：有人敲着圆
鼓走街串巷，专门收购马尾；有人将马尾清
洗上色，手工织箩底；有人破开木材在火上
烤，制作箩圈；有人负责销售跑远门。制
箩，在当时成为东头村人劳作之余补贴家用
的重要副业。

“最多的时候，全村80%以上的人都在
制箩。周边的村子都来这批发，最远卖到河
北、河南等地。”村民李汉功说，解放后，
因为政策原因，制箩市场萧条了一段时间。
但到了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统一收马尾，统
一制作箩底、箩圈，有时也分配到各户加
工，再统一卖给制药厂、药店，箩艺又开始
兴盛。

“但现在，现代化的机器多了，人们
赚 钱 的 方式也 多 了 ， 大家都 不干这个
了。”李汉杰说，2000年前后，村里的修箩
人只剩下了七八个，“现在我做好就在家
里放着，等到赶集拉去卖，但也卖不出去
几个了。”

如今，单靠制箩已经不能维持生计，但
李汉杰还是不舍得放弃这门老手艺。“面粉
机取代了石磨，箩也不再是生活必需品，但
至少我见证过它的辉煌。老一辈的手艺，我
不能丢。”李汉杰说。

2010年7月，东头箩制作技艺被列为寿
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头箩制作：行将消失的手艺

□单辰 报道
▲制做好的箩。

□石如宽 报道
▲闲暇时，书画经纪人刘庆祥喜欢在他的店里拉京胡。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付惠敏 报道
本报寿光讯 纪台镇孙家村村民上镇区或者孩

子上学，都要经过村西一条通往柏油路的“村
路”。同时，自“村村通公交”开通以来，公交车
开进村里，这条路也是必经之地。但是，作为该村
主干道，多年来这条路处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的状态，一直是村民的“心头病”。今年，
好消息传来，寿光有关部门将对这条1400多米的路
进行维修改造。

“计划5月份开工，9月底前完工。”据寿光市
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进入5月份，寿光今
年计划改造的农村公路将全面铺开。此次改造严格
按程序，经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保证工程质量。

2002年，寿光率先实现村村通等级柏油路。
2011年，该市被确定为首批“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
范县”，目前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全面完成，共完成
投资3 . 31亿元，完成网化项目1217个，惠及全市15
个镇街887个行政村。今年，结合城乡公交一体化
改革、推进“村村通公交”工作的实际，寿光确定
了今年镇村道路维修改造计划，计划维修改造镇街
道路、连村路、出村路共计65公里。寿光市财政按
照工程量的50%进行补助，全面改造提升镇村道路
通达水平和通畅能力。

寿光今年

将改造村路65公里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上口李氏全羊，其技艺传承人为寿光上口镇南
邵李姓家族。如今李氏全羊店不仅在上口镇红红火
火，在寿光市区及周边乡镇也落地开花。

上口李氏全羊的由来颇有传奇色彩。晚清时
期，南邵村民李万成在胶东的同茂宫当学徒，后来
成为同茂宫的主厨。1910年，李万成回到家乡，与
同村的李万清到羊口开福合楼，名声大噪。为保持
肉质香嫩，当时店里一天只做两只羊，并且只在羊
口渔港繁忙的夏日烹饪，供不应求。

1960年，李万成去世后，又逢特殊历史时期，
餐饮行业逐步没落。直到改革开放后，李万清回到
老家上口南邵一村重新开店。

4月30日上午，在上口镇南邵村全羊馆，66岁
的李氏全羊宴第3代传人李会东正在店里指导大儿
子李登军打理店面。

“这是父亲的老店，现在交给我了，但父亲一
有空就过来看看，毕竟半生的心血都在里面。”李
登军说，按照祖辈的规矩，李氏全羊讲究传男不传
女，制作工艺更是绝密。作为第4代传承人，李登
军肩上的担子不轻。

“李氏全羊宴可以把一只羊从头到尾做出一百
道菜来，每道菜的做法都极其讲究。”谈及全羊
宴，李登军滔滔不绝，“汤鲜而不膻、肉嫩而不
绵，风味独特、用料考究。”

据李登军介绍，以羊汤为例，第一步为选料，
是考量厨师基本功的重要一环。厨师首先要做的，
便是“慧眼识羊”。

“从一群羊中挑出上好羔羊，以小公羊为佳；
然后是杀羊，所谓‘后院拴羊，前铺卖汤’，就地
现宰，味道最鲜。”李登军说，杀羊是他的绝活，
杀得利索，洗得干净，各个部位分得条理清楚。

烹饪方法是李氏羊汤与其他羊汤区别的关键一
步。烹饪时，要求厨师掌握火候，及时撇清浮沫。

“‘火候’二字虽然简单，却是最难操作的一
步。多一分钟嫌多，少一分钟嫌少。”李登军说，
最后出锅，葱、姜、胡椒、精盐、醋以及少量的味
精，再加上一把香菜末，一道风味独特的李氏全羊
汤就完成了。

据《本草纲目》记载，羊肉具有“暖中补虚，
开胃健力，滋肾气，养肝名目，健脾健胃，补肺助
气”等功效。常吃羊肉可以祛湿气、避寒冷、暖心
胃补元阳，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及抗病能力十分有
益。

还不到午饭时间，李登军的店里已陆陆续续来
了不少食客。顾客张伟康边点菜，边告诉记者：
“去年在这个店吃了回全羊，特别好吃，今天再过
来吃一次。他这里生意好，我怕来晚了没座，就提
早来了。”

提起李氏全羊，李会东略显担忧。“李氏全羊
第3代有3个传人，到了第4代，只有我的两个儿子
和一个侄子继承了手艺。”李会东说，全羊宴的
100道菜流传至今已不足30道，“有些菜做起来复
杂，点的人也少，逐渐就不做了。”

“例如红烧羊肉，要经过十几道程序的蒸煮，
然后长时间熬制。定价高了没人点，定价低了连成
本都不够。”李会东说，在第二代传人经营老店
时，这道菜便不在菜单上了。

“拔丝羊肉”亦是如此，从食材的准备到熬制
出锅，20多道工序，客人要等很长的时间。同时，
要品其最佳口感，客人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食用，所
以几乎没人点过这道菜。

“羊对于李氏家族来说，不仅是一种食材，更
是一种根基的传承。全羊宴不仅是一种味道，更是
一种饮食文化。”李登军说。

上口李氏全羊：

可做百道菜

■寿光好味道

□刘敏 王兵 报道
5月2日，“全福元家居杯”寿光第12届集体婚

礼开幕，在现场父老见证下，15对新人心贴心、手
牵手，踏上了红地毯。此次集体婚礼向外界展示了
寿光青年新风尚，为“争创文明城市、建设品质寿
光”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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