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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寿光文博会上，共有60多位书画家参加展
销。其中，慎洪雨创作的300米长的“福禄寿”书
法长卷，标价180万元，是展会上标价最高的作
品。

书画家赶会记

23 综合

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寿光人创造了大量脍
炙人口的民歌民谣。如今，这些民谣虽已不如当
初盛行，但依然彰显着寿光人底蕴深厚的民俗文
化。

寿光民谣：一字一句皆生活

24 视点

自4月20日菜博会开幕以来，寿光加强了菜博
会园区外围的道路管制，全力做好车辆疏导工
作，以保证园区周边路段的交通畅通。同时，环
卫、志愿者也在尽职尽责地为游客提供着无微不
至的服务……

他们，为菜博会“保驾护航”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奶奶，这是什么啊？”10岁的李佳雨拿
起一件高密柳编问王丽芹。“笸箩，奶奶以前
做针线活放东西用的，也可以盛馒头。”65岁
的王丽芹说。

来自高密的摊主王全富感叹：“现在孩子
们都不知道柳编了。”这次，王全富带来了小
笸箩、小簸箕、蒲草扇、花瓶等柳编手工制
品。一个方形的笸箩60元钱，王丽芹买了2
个。

“纯手工原生态的东西，大家还是很认同
的。”王全富告诉记者，5月8日，有人一次买
了6个笸箩。

王全富出生在柳编世家，他制作的柳编造
型秀美、棱角分明、用料讲究。在王全富的影
响下，村里一些老人重新拾起了这门手艺。

在5月8日开幕的寿光市第三届文博会上，
“好稿”（寿光方言，意指好东西）有很多。
青州的石雕、泥陶，寒亭的布艺老虎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齐聚一堂。

布老虎有200多种造型

文博会前3天，单单布老虎，孙秀兰就卖
出了300多只。布老虎作为我国传统的民间玩
具之一，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保护财富等
象征。

孙秀兰是寒亭区朱里镇东南堤村人，1995
年开始跟着母亲学做布玩具。

“原先做布老虎就是把家里的碎布头缝起
来，做成玩具哄孩子用的。”孙秀兰说，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潍坊布老虎成为在北京热销的
工艺品后，大家的商业意识才被激发出来。

短短十几年时间，孙秀兰家的布艺玩具品
种由原来的十多种发展到现在的500多种。孙
秀兰告诉记者，布玩具里12生肖的造型她全都
有，光是老虎造型就达到了200多种。这次文
博会上展示的就有“圣诞虎”、“镇宅虎”、
“双头虎”、“乖乖虎”等。

孙秀兰介绍，每种老虎的设计各有不同，
“独尾虎”圆嘴、圆眼，用夸张的手法显出虎

的憨态可掬，而“镇宅虎”吊眼、尖牙，用写
实的手法显示虎的威风凛凛。

“我们制作布老虎用的全是棉布，里面填
充的也是A级PP棉。”孙秀兰说，现在民俗工
艺品备受欢迎，也出现不少仿品，但多数都偷
工减料，价格低廉。

如今，孙秀兰制作的布老虎已经卖到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还漂洋过海远销英国、美
国。

为帮助下岗和残疾女工创业，孙秀兰在寒
亭区组织了30多名人员，教他们制作布艺玩
具。

机械雕刻减损艺术神韵

与热闹的布艺老虎摊位相比，孙鼎万的石
雕几乎无人问津。“不是生活必需品，生意不
太忙。”孙鼎万坦言。

孙鼎万是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型艺术负责
人，2007年被评为“潍坊市首届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曾获北京首届民间文物仿制品博
览会金奖、杭州艺术品博览会银奖等。

1996年在青州师范学校操场出土了400多
尊龙兴寺佛像，被一些学者称为“改写世界雕
塑史”。这些造像细腻传神、形态庄严、高雅
瑰丽，或庄严、或慈悲、或欣喜、或沉静、或
含笑、或冥思。

“这些雕像震撼了我，我下决心模仿传承
青州佛教雕刻。”孙鼎万说，本次展示的4尊
雕像全为手工雕琢。

记者看到，莲花座上的仿北魏菩萨立像温
婉含蓄、天衣轻垂，慈悲中透露着庄严。

“只有平和恬淡的心态，才能雕刻出这样
的作品。每次投入工作，如同沉浸在佛教的世
界中，心中充满了喜悦。”孙鼎万告诉记者。

现在技术如此发达，为何还独守着手工？
孙鼎万认为，现代化的电锯、电钻、电砂

轮、电布轮等先进工具，对于制作石雕艺术
品，无疑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在加工过程
中，由于机械对手工的取代，使得艺人的整个
创作过程，获得了简化，从而削弱了艺人与其
作品的交流，也淡化了艺人对创作的身心投
入。”孙鼎万说，电动机械刻制的线条，过于

规则，犹如国画创作中的直线用尺子、弧线用
圆规一样，致使作品的艺术神韵不足。

泥陶充满乡村回忆

爷爷半躺在藤椅上，右手举着酒瓶正往嘴
里倒，小孙子从爷爷怀里站起来扒拉着酒瓶。
这是崔鸿志创作的乐享天年泥陶。“憨态可
掬，朴实生动。”画家李长玲看后如此评价。

“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童年的乐趣更
是离不开泥巴。受爷爷烧制陶瓷的影响，我与
泥土有很深的情结。”崔鸿志告诉记者，2000
年，他先后到淄博、济南等地拜访陶艺老艺
人，不断学习和琢磨，学成了这门手艺。如
今，崔鸿志是山东省雕塑协会会员、青州泥陶

非遗文化传承人。
崔鸿志的泥陶代表作是《东阳河村夜猫子

集》，作品数米长，赶集的人群千姿百态，有
讨价还价的，有借机打情骂俏的，生动再现了
农村生活。

青州市黄楼街道东阳河村夜猫子集是东阳
河农历八月十四晚间的一个传统节日，原先是
人们为过八月十五购物的一个集市，延续到今
天。

“夜猫子集我去过，也听父辈讲过过去赶
集的场景。我把前辈人的事一件件捡拾起来，
使之重新鲜活。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充满对
乡村农事农人的回忆，充满泥巴味儿。”崔鸿
志说：“制作陶艺是个苦活儿，收入也不多，
但我非常爱好这门手艺。我要把我的手艺传给
女儿，让她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5月8日8点，寿光蔬菜科技博览园广场
上，纪台镇吕一村的吕美莲带领本村8个姐妹
跑起了“小毛驴”。“毛驴”一跑、一蹦、一
踢，一身的倔劲。老汉一揪、一牵、一撵，百
般地忙活。最后老汉抽驴一鞭子，驴子回敬他
一“蹶子”，恰好踢在老汉的屁股上。幽默的
表演，让观众忍俊不禁。

吕美莲扮演老汉，她也是跑毛驴团队的领
导者。“为了这次表演，我们排练了半个多
月。”吕美莲告诉记者，以前大家只是在村里
表演，这是第一次来市里表演。

“咚咚咚，锵锵锵……”刚刚平息的锣鼓
又响了起来，文家街道张家河头村开始了舞龙
表演。两队一会儿是二龙戏珠，一会儿是双龙
盘旋，随后变为大龙卷小龙、小龙穿大龙等，
分开又结合，始终不打结。

“这些表演多有意思啊。小时经常看舞龙
的唱戏的，不比电视上的差。”68岁的隋广文
说。

在第三届寿光文博会上，游客不仅可以参
观展览，还能欣赏到众多庄户剧团富有“草
根”气息的演出。

河头锣鼓敲起来

5月12日7点，张家河头村70岁的张兆坤带
领威风锣鼓队准时赶到现场，指挥队伍排练。
8点登台表演时，台下已有100多位观众。“他
们敲鼓很带劲，我专门等着他们演出呢。”洛
城街道中南社区65岁的范丽芳自称是锣鼓队的
粉丝。

张家河头村依傍着跃龙河，以河头大鼓闻
名。早在1965年，张家河头村就成立了锣鼓宣传
队，爱好表演的张兆坤，成了6名队员中的一员。

“小时候，经常看大伯打鼓，特别有劲
儿。鼓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九龙大翻
转》，寓意村民的生活龙腾虎跃，蒸蒸日
上。”张兆坤告诉记者，“《九龙大翻转》就
是有九个点，打完后再翻过来打，难度高，得
把九个点串起来，一般的锣鼓队排练不出来，
这是我们村特有的民间艺术。”

敲锣鼓、扭秧歌，如今已成为该村老百姓
新的文化生活。68岁的张桂芹说：“每天晚6
点半左右，大伙便聚到一起，敲敲、扭扭、跳
跳。”

张家河头威风锣鼓队如今已有200多人，
既有70多岁的老汉，也有10多岁的少年，有夫
妻俩，有娘俩，还有婆媳等，锣鼓也由起初的
两面增加到如今的40多面。

京剧大戏唱起来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
纷。旌旗招展空幡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
兵……”5月12日，文博会露天舞台上，文家
街道韩家村的京剧票友正在表演京剧。精彩的
演出，引得台下观众不时鼓掌。

京剧票友的组织者韩全禄告诉记者，韩更
德擅长吕剧，韩红美京剧、吕剧都很拿手，这
些票友年龄均在60岁以上。

韩家村曾有一支自己的京剧团，韩全禄就
是听着剧团的京剧长大的。耳濡目染，韩全禄
从小就喜欢京剧，村里也有不少人对京剧情有
独钟。

2010年，韩家村把老村委改建成了文化大
院，并由专人负责成立了京剧票友会。为让更
多村民参与其中，村两委更是出资购买了乐
器，统一了会员演出服装。每逢二、七韩家大
集时，十里八村的戏迷便汇集在此演出。

随着成员不断增多，京剧票友会的演出水
平不断提高。渐渐地，周边村庄有婚丧嫁娶或者
街道有什么活动，票友会的老人们就去演出。

“给些出场费，就用于置办乐器。”韩全
禄说，如今票友会成员已增加到上百人，乐器
也由原来的4件增加到18件。

一把京胡拉起来

票友在前台唱京剧，刘庆祥在旁边拉着京
胡伴奏。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京剧，只是
一直没有学习的机会。”刘庆祥说，《红灯
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
白虎团》等精选片段都熟记于心。

“当时，不管是舞台上看到的，还是广播
里听到的，大多是革命现代京剧。”刘庆祥
说，“看多了听熟了，心痒痒手痒痒嗓子也痒
痒，没事就在家吊嗓子。一句一段，一招一
式，模仿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唱念做
打，乐此不疲。”

发现剧团里没人会拉京胡时，刘庆祥决定
学习拉京胡。但要想把这只有两根弦儿的乐器
拉出味道，却不容易。为了练好京胡，刘庆祥
工作之余苦练。刚开始拉京胡时，吱吱呀呀嘈
嘈杂杂，践踏着家里人的耳朵。

“有许多爱好拉京胡的朋友，拉了很多
年，甚至拉了一辈子也拉不好。”刘庆祥说，
自己很幸运，随着练习时间越来越长，十指活
动开了，心眼也活泛了，他也开了窍。带着脑
子用着心思练习，京胡拉出来的声音也透着不
一样的劲头气韵。

2005年，寿光市京剧协会成立后，刘庆祥
被推选为协会副主席。

如今，刘庆祥的住处成了一个小型剧场，
经常会有京剧票友相聚在此吹拉弹唱。“无论
干什么事，都得求精，深入研究才能真正领悟
到其中的精髓。”刘庆祥说。

文博会成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大舞台

庄户剧团助兴 草根明星亮了

造型众多的手工布老虎、憨态可掬的泥陶、编制精美的笸箩———

文博会上，“好稿”格外多

□石如宽 报道
孙秀兰的布艺玩具深受游客喜爱。

4月21日，第五届中华农圣文化节现场，广场舞表演队为观众带来精彩舞蹈。

□记者 单辰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5月20日，第三届中国(寿光)文化

产业博览会圆满闭幕。作为第十六届菜博会期间的
一个“会中会”，寿光为广大游客送上了一道集享
受、体验于一体“文化盛宴”。本届文博会共展出
书画、摄影、创意广告作品1200余幅(件)，图书音
像制品20000多本(套)等，到会参观游客达42 . 2万人
次，实现交易额3 . 3亿元，合同签约额8 . 6亿元。本
届文博会围绕“文化·品质·生活”的主题，突出创
新性和互动性，努力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
荣，呈现出市场化程度高、学术文化交流氛围浓
厚、大会综合服务水平高等显著特点。

近年来，寿光市强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先后培育了历史文化中心、汉文化
产业园等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而文博会上通过
集中展示、交易各类文化艺术成果，搭建起了寿光
文化走向全国的平台，实现了文化与市场的有力结
合，推动了区域性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多
角度、宽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切实增强了文化发
展活力，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第三届寿光文博会

圆满落幕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珍

5月9日，文博会乡情馆，一台老式织布机与一
架纺车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
园区寇家坞四村的晋秀花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拉着
长长的棉线，一会儿锭子上的线穗子变大变圆。

“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
用了，小一点的孩子都不知道是干啥用的了。”晋
秀花说。

13岁的喻佳亮盯着纺车看得津津有味。妈妈刘
玲告诉喻佳亮：“你看，棉绒能变成线，线又能缠
成团，形成线团后就可以织布了。”

寇家坞四村位于寿光北部，因为是盐碱地，以
前只适合种植棉花。晋秀花告诉记者：“俺小时候
家家都很穷，农村的妇女都要纺棉花，再把纺好的
棉线织成各种花色的棉布，供全家人穿衣，还拿出
去卖，换回一些生活用品。”在当时，纺车、织布
是乡下妇女们施展才华的最好舞台。她们时常三五
成群，一边纺线，一边拉家常，哼小曲儿。

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北木桥村徐云兰的奶奶，
是闻名乡里的一把纺线好手，纺线几乎成了她生活
的全部。“看奶奶纺棉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奶奶
首先把棉花搓成一个个细长条，按在锭子上，右手
摇车把，左手轻轻上扬，匀称的棉线魔术般抽了出
来。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从容自如，线绕在锭子
上，线穗子一层层加大，直到大得像个肥桃儿。”
徐云兰说，从锭子上取下穗子，就像从果树上摘下
果子。

寿光作家帅美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奶奶盘
膝坐在炕头上，攥着她的纺车摇啊摇啊，车辐在她
面前转呀转呀，不知摇走了多少个温馨的春夜，打
发着一个个黄昏和黎明，冲淡着乡村的寂寞。”

在40岁的张正国的记忆中，夏夜里，妈妈把她
的纺车搬到庭院里，在月光下，一边纺棉花，一边
讲那些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我的思绪便如棉线般绵绵长长。纺车嘤嘤嗡
嗡的声音像低鸣的萤火虫，像无名的歌手在轻轻演
奏着弦乐。这声音盘绕在每个日子里，萦绕着我的
童年。”张正国说。

老纺车摇出

记忆中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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