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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5月12日11点，第三届寿光文博会展馆1楼
大厅，慎洪雨慢慢地铺开300米长的“福禄
寿”书法长卷。“这幅作品分为百福、百禄、
百寿三个单卷，历时7年完成。”慎洪雨说，
这幅装裱精美的书法标价为180万元，是展会
上标价最高的作品。

长5 . 6米、宽2 . 2米的《红运》，山顶上长
满了红色的山茱萸，是慎洪雨主推的作品。

慎洪雨说：“这是美术加工后的山，左侧
5个山峰象征五行，寓意‘吾行’，我能行的
意思，带给人一种自信。右侧是一个乌龟形状
的山形，意思是出人头地，鸿运当头，是对拼
搏者的鼓励。”这幅花了3个月时间创作完成
的画，标价20万元。

“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但感觉还不
错。”慎洪雨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来山东，
想试试市场。

本届寿光文博会上，共有60多位书画家参
加展销。

看名头，更要看实力

参展的书画家大多数都有响当当的名头，
如邓文范是山东省中华书画院院长，李志长为
北京书画大师，张书明是中国书画家联合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张圣海为中华佛体创始人。

慎洪雨展位上悬挂的条幅上写着：“文化
部书法金奖获得者、北大书法博士。”

“为啥写上这些名头？”记者问。“好多
人对我不熟悉，先让人们对我有个了解。懂行
的人，不会在乎名头，更关心字的功力。”慎
洪雨回答。

在现场，慎洪雨挥毫泼墨，写下了“宠辱不
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
舒。”字体犹如音符飘荡，又如垂落的雨滴。

慎洪雨告诉记者：“这是我独创的创意书
法，以线条为纽带，变化为灵魂，通过对文字
作品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力求书法内容和书法
艺术美的完美结合。”

78岁的张廷俊来自天津，第一次来寿光展

示汉隶书法。张廷俊的名头是中韩文化艺术交
流会馆理事。“名头就是给不懂的人看的，内
行的人不看名头。”张廷俊说，也有些名头是
花钱买来的，属于花架子。

张廷俊表示，看一幅好的书法，要看整幅
作品的布局，看笔画之间的轻重，看留白。张
廷俊展示的汉隶书法是陈毅的诗《由宣城泛湖
东下》：“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
游。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字写好、写规范，不容易。”张廷俊说。

“参展让我有了第一桶金”

文博会是寿光菜博会的“会中会”，寿光
本地画家李荣向已经连续14年来此参加展销。
“我的画就是在菜博会起来的。”李荣向说。

2002年，当时李荣向的师傅在菜博会上有
两个展位，让李荣向捎着自己的画作。“如果
卖不出去，师傅给我2000元钱当作看摊位费
用。如果卖出去，就更好了。”李荣向回忆。

结果，菜博会开幕当天，有位来自北京的

客人看到了李荣向的梅花，就问：“谁画的
啊？”“我画的。”李荣向回答。“如果说他
画的我还信，说你画的我不信。”北京人指着
师傅说。师傅告诉北京人，就是李荣向画的，
现场就可以证明。李荣向现场画了两幅梅花，
北京人看后很惊讶。于是，双方约定，让李荣
向次日把自己画的画都拿来。

第二天，李荣向拿来50多幅梅花，对方细心
挑选了10幅画，付了8600元钱。李荣向说：“打那
起，一下子增长了我的信心。”其后，李荣向的画
先后卖给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游客。

今年48岁的李荣向肢体残疾，3岁时一场
病，让他的左胳膊永远抬不起来了，左手也萎
缩、无力。

李荣向12岁时，从事绘画的姑父说：“跟
我学画吧，说不定将来能靠它挣口饭吃。”从
此，李荣向拿起了画笔，开始跟着师傅走穴，
给盖新房的人家的墙上或门楼上画山水、画花
鸟。

“我喜欢梅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傲雪
凌霜。梅花的精神，激励着我。”李荣向说。

如今，李荣向长3 . 8米、高1 . 5米的一张寒
梅傲雪画作，可以卖到1 . 8万元。

有人认可就是成功

“这幅山楂画多少钱？”面对不时问价的
游客，寿光洛城街道52岁的王效亮总是说，不
卖，光展出。“这里人多，大家可以欣赏，有
人认可就达到目的了。”王效亮觉得自己的画
不够成熟，不适合卖。

虽然家在寿光，王效亮却是第一次在文博
会展示作品，以致好多寿光人也不知道他会画
画。目前王效亮正在中国美院学画，还有4年时
间才能完成学业。“画家必须享受寂寞才行。无
人时，我才能静下心来画画。”王效亮说。

王效亮欣赏齐白石的一段话：“夫画道
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
利，方可从事于画。”

来自巨野县的工笔画家曹迪胜也是第一次
来寿光展览。一副白菜蝗虫的工笔绢画已经降
到100元依然少人问津。“一副孔雀牡丹图只
要4500元，比预想的价格降了一半多，但大家
只是问问，试探一下。”曹迪胜说。

虽然销得不好，曹迪胜也有收获。“仅限
于巨野的话，范围太小了，现在大家都来看画
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曹迪胜告诉记者。

寿光人郝文义的名片上写着书画师。他把
书法和画画糅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风格。他
写的寿字里面又画着一个老寿星，称为“寿中
寿”。他还有一幅江山多娇，山字，就是用一
座群山图代替的。

文博会上，60多人的书法和美术作品参加展销———

书画家赶会记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兵

5月10日10点，寿光文博会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区的空地上，一只花毽在青州民族花毽俱
乐部队员刘波、穆葵和孙凤霞三人之间飞舞。
只见刘波用脚面接住花毽轻轻一踢，花毽穿过
其在头顶合拢成心形的双臂，完成一个漂亮的
“毽穿云门洞”。不等毽子降落，穆葵用脚尖
一勾，毽子再次飞起，稳稳地落在她额头上，
形成“佛顶珠”。穆葵的头部轻轻一蹭，毽子
落到孙凤霞顺势抬起的脚底上，“朝天蹬”动
作完美完成。

“好！”围观的游客自发地鼓起了掌。
“妈妈，真漂亮啊，就像一只蝴蝶飞来飞
去。”6岁的张明亮告诉妈妈，自己也要买一
只花毽回去踢。

花毽摊主李红给张明亮挑选了一只红色绒
毛的花毽。“5元一个，全都是手工制作，不
怎么赚钱，主要是推广展示，让更多的人喜欢
花毽。”李红告诉记者，花毽是青州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红起初不喜欢花毽。但因父亲李贤臣是
青州花毽第三代传人，看到父亲对花毽的热
爱、执着和付出后，她逐渐喜欢上花毽。如
今，李红帮着父亲打理花毽事务。

游客稀少时，李红与伙伴一起踢毽子。
“好好踢，人家都看着呢。”看到同伴踢得随
意时，李红立即提醒。

踢花毽就像认老亲

花毽，也称毽子。民国初年那时候，不分
男女老幼，几乎人人会踢。民国三十四年的全
国运动会上，曾把踢毽子列为国术比赛项目。

得知青州花毽高手要来，5月8日一早，60
岁的陈玉香特意从寿光仓圣公园赶来。8年
前，陈玉香在电视上看到了花毽，就喜欢上
了。陈玉香从小爱好体育活动，上学时，跑
步、跳高、跳远等样样拿手。退休后，她常在
公园跳舞、打羽毛球、压腿。“踢毽子时找了
两个伴，后来有很多人加入，大家一起踢圈、
踢网。”陈玉香说。

花毽以高超的毽技、灵活的步伐和优美的
动作著称。想要踢好花毽，必须掌握技巧。看
到刘波踢“仙女挎蓝”、“玉女梳妆”、“仙
人过桥”等动作，陈玉香觉得自己的差距还是
蛮大的。休息时分，陈玉香向刘波请教侧踢、
转身等动作。

“只要大家喜欢，我们都是免费教。”刘
波说。

如今，寿光有了毽球俱乐部，汇集了200

多人，每天聚在一起，锻炼身体。
2011年，郑耀文开始踢毽子。“最大的好

处是身体健康，心情好，还能认识好多朋
友。”郑耀文告诉记者。

寿光毽球协会的孙有亮介绍：“以俱乐部
或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既能体现规范性，还
能保证与最新的运动形式、比赛规则接轨，优
秀者还能代表我市参赛。”为了方便交流，孙
有亮还建立了寿光本地毽子群、寿光毽球群等
QQ群。

“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一同踢上几脚，

就像是认了老亲，成为一家人。”李红说。

一天不踢都不行

2011年，刘波放下手头的生意，专心踢花
毽，如今已成为俱乐部教练级人物。

“花毽太美了，你看这些动作都富有诗
意。”刘波告诉记者花毽八大绝招，“童子拜
佛双飞拐，连升三级转印忙。二郎担山跳龙
门，仙女挎蓝巧梳妆。”

郑耀文认为，踢毽子好玩又省钱。“几乎
不占场地，只需买一个毽子，买双毽靴，就能
天天玩，一年下来用不到200元。”郑耀文
说。

在踢花毽之后，李红受益匪浅。之前李红
在单位上班，时常对着电脑，结果颈椎不好，
还时常头晕、胳膊僵硬，冬天还怕冷。踢了两
年后，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李红说，踢毽子
可以左脚右脚大脑都用上，增加了人体的协调
性和灵活性，是最好的有氧运动。

李贤臣今年74岁，每天还踢十多分钟花
毽，一天不踢都不行。“父亲身体很好，脚腿
灵活。”李红说。

如今，李红是青州市花毽表演队队员。该
队承载着青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表演和青州
古街文化表演。

寿光文博会上，毽子虽然吸引了众多眼
球，然而销量一般。许多游客只是问问价格。
“大家知道就好，买不买没关系。”李红说，
现在单纯做毽子，就是喜欢，天天很开心。

目前，青州花毽已有108种花样踢法，每
天有几万人踢毽子。

武生的靴子做毽靴

李红的摊位上除了花毽，还有毽靴。鞋子
的整个制作都是手工。鞋底手工缝制，鞋面的
材料各不相同，有布的、仿皮的、皮的，但一
律是单夹层的，冬夏皆宜。图案、颜色，也各
不相同。

“现在的毽靴是经过多次改进而成的，已
经是第五代了。”李红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专用的鞋
子才能更好地发挥才艺。我父亲想起京剧里武
生穿的布靴子，于是去找一个老鞋匠。”李红
说。

据介绍，第一代手工制作的鞋做出来后，
很漂亮，半高筒的，高筒的都有。经过一段时
间的使用后发现，好几个缺点需要改进：后跟
太直，不跟脚；前面也太直也不跟脚；口是元
宝口的，不贴腿，还总刮毽子。

后来李贤臣提议，在鞋的脊背上加了一道
花边牙子，凸现了浓郁的民族风味。又根据踢
花毽过程中经常磨损前头和后跟的问题，要求
鞋匠前加包头后加包跟。鞋底也在原来平滑的
基础上，又加了一层防滑的胶底。

穆葵穿的半筒靴引起记者注意，感觉造型
与京剧脸谱有渊源，原来这就是京剧脸谱风格
的鞋。干草绿的鞋脊背上，压了雅致的黑色花
边牙子，靴筒处有京剧脸谱上的云纹。

“鞋子透气舒适，踢毽子太合适了。”穆
葵说。

花毽飞舞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捏一块加热后的糖稀，用力吹上几口，一个个
活灵活现的糖人玩偶便出现在人们眼前。

5月10日10点，寿光文博会非遗展区，寿光市
稻田镇吹糖人刘永光表演着绝活，吸引众多游客驻
足观看。

“叔叔，这个小老虎多少钱一个呀？”一个小学
生指着横架上插满的糖人问道。“都是10元钱，玩完
还可以吃啊，这都是麦芽糖做的。”刘永光说。

刘永光的摊位上摆放着一个盛放糖稀的盒子。
刘永光从里面捏出一块糖稀，在手中快速揉捏起
来，几秒钟过后，随手一扯，一根管状的糖丝拉了
出来。刘永光立马截断，把糖丝的一端含在口中，
两只手则不停地捏造着糖稀团，只见他用力一吹，
糖稀团立马鼓了起来，再吹几下，一只小老鼠的模
样立刻显现了出来。“快看，是只小老鼠！”围观
的小学生惊呼起来。

“现在这种技艺真不多见了，好像找到童年时
的感觉了。”42岁的杨振义说。

在杨振义的记忆中，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每逢
村里支戏台子唱戏时，总会有位吹糖人的老人前来
支摊。戏还没有开始，吹糖人的摊子前早已围满了
观看的人，多是小孩儿。孩子们瞪得滴溜圆的大眼
睛，对老人有说不出的佩服。每当一只“公鸡”或
一个“猪八戒”在老人的手里像变戏法一样呈现
时，孩子群里都会传出一阵阵喜悦的笑声，然后缠
着家里的大人给买。

杨振义说：“我就是那群小毛孩儿中眼睛瞪得
最圆、笑得最开心的一个，当然也没少缠着妈妈给
买糖人吃。”

刘永光介绍，吹糖人的老手艺的确不多见了，
学这个得耐住性子，年轻人大都干不了。

刘永光说：“熬糖、化糖、吹糖每个环节都有
诀窍。熬糖的时候要掌握住火候，火小了化不了，
火大了就糊。化糖的时候要注意温度，糖的粘稠度
很重要，太稠了拉不开，成不了形状，太稀了揉不
到一起，也成不了形状。吹的时候，用气的大小要根
据所吹物或人的形状、大小、薄厚，要均匀吹气，气小
了吹不起来，气大了吹崩了。心里有图案，用心去
吹，吹出的动物就活灵活现，立体感强。”

“我会吹的糖人有好几十种，拿最擅长的来
说，有十二属相、葫芦、仙鹤、长颈鹿等。咱不是
为了赚钱，就为图个乐。”刘永光告诉记者。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5月13日，第三届寿光文博会紫砂展区，齐明
宇以1200元的价格买了一把报春壶。

“壶盖和壶口吻合性好，盖好后晃动几乎没声
音，出水充足而有力，收水果断，是一把不错的好
壶。”齐明宇说。

“选壶，首选要确定它的用途，喝茶还是收
藏。刚入门的壶友，建议从几百元的实用壶开
始。”中国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江苏省工艺美术
大师、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吴培林说。

这是吴培林第四次到寿光。“文博会举办了三
届，我参加了三届，切实感受到寿光人在文化推广
方面所做的努力。借助文博会，宜兴的紫砂文化宣
传得更全面了。”吴培林告诉记者。

潍坊市茶器协会秘书长、高级紫砂鉴定评估师
王海舰认为，寿光的紫砂市场经过三届文博会的推
广，已日渐成熟，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对
于紫砂文化的认识更深刻了。

齐明宇告诉记者：“前几年去朋友家喝茶，看
到他们用紫砂壶泡茶，觉得很高雅。当时一窍不
通，后来慢慢地请教，现在对紫砂壶也算是略有所
知了。”如仿古壶、石瓢壶、西施壶、供春壶、报
春壶、井栏壶、鱼化龙和掇球壶等造型独特、工艺
上乘的紫砂壶，齐明宇可以一一说出名字。

国家助理工艺美术师王凤琴已是第五次来寿
光。“每年的感受都不一样，以前游客问的问题都
很外行，现在感觉很专业了。寿光懂紫砂的人越来
越多了。”王凤琴说。

本届文博会上，实用的紫砂壶更受游客喜爱。
“近几年，受众多因素影响，紫砂壶市场重新

洗牌，部分作品价格回归理性。”王海舰说，虽然
价格上涨势头正在放缓，但用于投资收藏的精品仍
可保持适度的涨幅。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普通市
民开始关注、使用紫砂壶。一些年轻艺人的壶，因
价格亲民，成为市场热销货，紫砂壶由此回归实用
之本。

“实用型与收藏型紫砂壶齐头并进，良性发
展，代表着寿光紫砂市场的未来。”王海舰说。

懂紫砂的人，多了

“吹糖人”的，来了

□石如宽 报道
青州花毽爱好者表演“二龙戏珠”。

□石如宽
报道

天津书法家
张廷俊给游客讲
解汉隶之美。

■文博会见闻

□孙丽 王兵 报道

5月20日，坐落于寿光市光明路的首家儿童主
题公园正在进行最后的整修。公园占地面积1 . 9万
平方米，以儿童视角设计打造，入口由立体卡通元
素搭配组成，园内设有运动水车、小脚丫种植区、
迷宫、滑梯等多种儿童娱乐活动场地和设施。儿童
公园强调孩子的参与性与启蒙性，让孩子们既锻炼
身体，又培养兴趣。

公园预计6月底建成并向市民开放。

首个儿童主题公园6月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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