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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山区有个费县，费县有个葫芦崖，传
说八仙之一铁拐李的宝葫芦即采自此山。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葫芦崖上那摇摆的葫芦丝，摇
醒了一个小男孩。若干年后，这个小孩说：
“我上小学时的第一幅素描作品就是画自己家
门前的葫芦。”从那以后，他便与葫芦结缘。

他叫扈鲁，本名扈庆学，曲阜师范大学教
授。如今，他创建的葫芦画社，出版的葫芦画
社报，开通的葫芦画社公众号平台和网站，筹
建的葫芦文化博物馆已成为宣传葫芦文化的窗
口。

“一带一路”与葫芦文化

7月 6日扈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一带一路”与葫芦文化》的论文，文中
说，不仅我国人民喜爱葫芦，“一带一路”上
的许多沿线国家人民都对葫芦与葫芦文化有共
同的情感基础。一般认为葫芦的原产地是非
洲，我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均有源远流长的葫芦
种植历史。同时，历史文献表明，印度人民对
葫芦“多子多孙”的文化寓意与中国人民有共
识，蒙古的民间故事《金鹰》同样表明，葫芦
在蒙古民间具有繁衍生息的含义。葫芦做为日
用品和吉祥工艺品，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人民广泛喜爱。阿富汗人惯用葫芦做喜庆场
合用的化妆品容器和鼻烟壶。在以色列、土耳
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常见葫芦被用做烟具和
装饰工艺品。甚至在美国、日本、南美洲诸
国，均可见到葫芦文化的踪迹。

7月30日，扈鲁领衔编纂的《葫芦文化丛
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并受邀分别在第
九届中国国际葫芦文化节、新亚欧大陆桥东方
桥头堡和“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日照隆重
举行首发式。

《葫芦文化丛书》于2015年秋开始策划筹
备，历时三载，参与编纂专家学者130余位。丛
书共分《研究卷》《史料卷》《文学卷》《东
昌府卷》等9卷，扈鲁和他的同事们将葫芦研究
拓展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的上百个
国家和地区。用文字符号将七千多年葫芦文化
载入史册，这是开拓性工程。

扈鲁正在做的，就是通过“最葫芦·葫芦文
化丝路行”将《葫芦文化丛书》推广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喜爱葫芦文化的国度。

数千件葫芦来自海内外

葫芦文化博物馆是2010年开始筹建的。扈
鲁的创建模式是先藏葫芦于书房，源源不断的
葫芦，流进不大的书房，外溢到卧室、客厅、
沙发、阳台、走廊，扈鲁生活的空间已经彻底
被葫芦填满，但葫芦依然争先恐后地朝他这边
汇聚。不得已，才产生了建个葫芦文化博物馆
的想法。

记者问扈鲁，这么多年，到底收藏了多少
葫芦了？答曰：收藏了几千件，有近百个品
种，100余册（件）葫芦文化图书、音像资料，
还有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葫芦艺术品……

记者曾到葫芦文化博物馆参观。那真叫眼
界大开。最大的葫芦比记者还高，最小的葫芦
拇指大；远远看着葫芦像集体在开会，走近前
去，却鸦雀无声；仿佛在等待扈鲁的命令，要
到哪里去送“福禄”；才凝神猜想葫芦的怪样
儿咋长的，猛回头却又一个葫芦在逗你。大大
小小的葫芦，目不暇接，或蹲，或卧，或侧，
或伏，或倚，或吊于穹顶、或挂于粉墙，或藤
缠于斑竹，你瞅我，我瞥你……它们有的来自
异国他乡，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
日本、韩国、土耳其、以色列、苏丹、越南、
俄罗斯、意大利、马里、新西兰、肯尼亚、南
非、塞尔维亚、阿根廷、秘鲁等。

扈鲁说：“我更看重的是不同的葫芦身上
所蕴含的民俗文化，通过世界各地的葫芦文化
可以窥探到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所以收藏葫
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增进不同民族文
化交流的一种途径。”

葫芦让人跨越文化障碍

2008年5月27日，扈鲁到韩国考察。在韩国
一个民俗村里，一间房前挂着几个葫芦，遗憾
的是这些葫芦并不对外出售。见了葫芦就忘我
的扈鲁一次次找到“葫芦”主人——— 一位白发
老者，因为语言不通，扈鲁只好用夸张的肢体
语言来表达想法，手脚并用着比划，一会儿脸

上就沁出汗珠，惹得老人捧腹不已。
韩国老人终于懂了！那一刻，扈鲁心头一

热，突然领悟，小小葫芦让两个不同国度的人
跨越了文化障碍，消除了彼此的陌生感。最
终，他的真诚和坚持感动了老人，买到了在韩
国农耕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葫芦器皿”一
套。如今，它们静静地搁在葫芦文化博物馆
里。

今年10月25日至27日，来自韩国的专家学
者代表团来到葫芦文化博物馆考察，扈鲁带领韩
国友人参观了世界各地的藏品，异形葫芦、绾结
葫芦、长颈葫芦、鸡蛋葫芦，以及用葫芦做成的象
棋及各种乐器，让韩国友人目不暇接。

在一组“葫芦人生历程”泥塑前，扈鲁详
细介绍了民俗文化中的葫芦元素。生、老、
病、死，每一个人生节点，都有葫芦文化的习
俗相伴，体现了葫芦在民间独特的文化地位。
韩国友人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这
组场景中找到了韩国结婚时踩破葫芦的民俗传
统一景，他们激动地惊呼着、赞叹着。

在一组惟妙惟肖的拉祜族泥塑前，贯穿其
中的葫芦元素引起了韩国新华报社社长曹明权
先生一行的注意。扈鲁向来宾介绍了中国拉祜
族的葫芦文化。拉祜族是一个自称“从葫芦里
走出来的民族”，他们的始祖是从葫芦中诞生
的，这个民族有一种古老的乐器——— 葫芦笙，
拉祜族的男孩在六岁就开始学习葫芦笙，并伴
随其一生。

谈到兴起，扈鲁和曹明权一行还一起演奏
起葫芦笙。大家一边吹奏，一边表演，将表演
动作与拉祜族人在农田劳作的情景结合起来，
葫芦这个跨越文化障碍的吉祥物熠熠闪光。

“全日本爱瓢会”取自《论语》

以葫芦为媒，扈鲁与海外的葫芦研究学者
架起了跨越国界的友谊桥。美国葫芦协会会长
比尔·艾伟，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蒂姆·罗伊
德，莫斯科州立社会人文大学副校长克拉施尼
夫，英国伯明翰大学Martin Russii教授，全日本爱
瓢会会长时田勉，韩国全球文化产业学会会长李
永求，新加坡新中友好协会会长曾繁如……一位
位国际友人慕名造访，谈文化、讲民俗。

值得一提的是全日本爱瓢会会长时田勉，
曾于2013年3月来曲阜参观葫芦文化博物馆，经
过时田勉牵线搭桥，第39届“全日本爱瓢会”
总会暨展示会特邀扈鲁组织的“最葫芦·葫芦文
化丝路行”于2014年6月走进日本。

2015年5月，时田勉先生率团再次莅临曲
阜，参观葫芦文化博物馆。这次来访，扈鲁收
到了时田勉带来的一件特殊礼品：一幅印有
《孔子行教图》且图旁标注“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
图画。

谈到“全日本爱瓢会”这一名称的由来，
时田勉解释说，在日本，葫芦不叫“葫芦”，
而称为“瓢箪”，“爱瓢会”一名正是取自《论语》中

“一箪食，一瓢饮”中的“瓢”字。
扈鲁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文化、社会、

思想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中
国的德、仁、礼、信、义、智等儒家思想，对日本的
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了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箪食瓢饮”这一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极其相似
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是极好的例证。

加拿大的葫芦课

当地时间2017年11月30日，“最葫芦·葫芦
文化丝路行”走进加拿大，在新布伦瑞克省孔
子学院，扈鲁教授作了关于“葫芦文化与儒家
文化”的主题演讲。

笑容可掬的扈鲁首先拿葫芦瓢说起，葫芦
一分为二即为瓢，关于瓢，《论语》中有一个
“箪食瓢饮”的故事，讲的是2500多年前孔子
最喜爱的弟子颜回艰苦求学的典故。颜回生活
简朴，平日用竹器盛饭吃，用葫芦瓢舀水喝，
住在曲阜简陋的小巷，这是别人难以忍受的艰
难生活，但他依旧跟随老师孔子孜孜求学，最
终取得了辉煌成就。扈鲁对孔子学院的同学们
说，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早已不像颜回时代
那样匮乏，我们的精神生活也同样不能匮乏，
只要大家“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敏而好
学”，就一定能够学好汉语、学好中国文化。

接着，他又告诉大家，葫芦分甜葫芦和苦葫
芦。《诗经·幽风》：“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这里所
说的食瓜，即农历七月就可以食用甜葫芦了，而
苦葫芦是不能大量食用的，否则会导致身体中
毒。《论语》中有一个故事就谈到了苦葫芦。《论
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即：“我难道是个苦葫芦吗？怎么能够只挂在
那里而不让食用呢？”

扈鲁幽默的讲述，引起阵阵笑声。加拿大
教育官员Kimberly女士，现场通过手机图像同
扈鲁分享了她爱人创作的葫芦艺术品，交流葫
芦艺术创作心得。

大洋挡不住的回声

就在那次扈鲁演讲的间隙，新布伦瑞克省
教育厅官员Kimberly说她先生John Bauer是小学
的法语教师，先生的父亲就喜欢种葫芦，所以
她的先生从小也是在葫芦上画画儿。

今年7月，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孔子学院加
方院长滕菁带着校长团到访曲阜师大，校长们
被葫芦文化博物馆里的大小不一，形式各样的
葫芦所震撼，滕菁在谈到那位法语老师的葫芦作
品时，扈鲁说：我希望购买过来。滕菁回到加拿大
后，跟Kimberly，也就是John Bauer的妻子，转达
了扈鲁欲购买作品的愿望。她微笑着“拒绝”———
不会卖的，但可以送给扈鲁先生。

8月 9日，滕菁再次回中国的前一晚，
Kimberly和她先生John Bauer及儿子一起来到滕
菁家，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包装好的盒子打开，

里面有两个精美的葫芦，每个大约十厘米高。
Kimberly详细介绍了这两个葫芦，其中花色的
是她先生John画的，绿色的是John父亲的作
品。John的父亲是新布伦瑞克大学的教授，一
生中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种葫芦，并在葫芦上作
画。这时John风趣地插上一句，“我原来一直
觉得我爸爸是葫芦国王，没想到扈鲁先生才是
真正的葫芦王。”

遗憾的是，John的父亲2010年去世了，无
法亲见中国的葫芦。当John的母亲听说John
的葫芦要送去中国，她专程从别的城市开车赶
赴儿子家，送来了John父亲当年的作品。

他们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贺卡，贺卡上有著
名 美 国 作 家 库 尔 特 · 冯 内 古 特 （ K u r t
Vonnegut）的一行字：“生活中的小事情可以
成就大事件（The little things in life are the
big things）。”

8月10日，滕菁回中国，一路上把这个小盒
子一直放到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时不时地打
开看看别把葫芦损坏了。在首届全球孔子学院
山东文化旅游推广峰会上，滕菁向来自五个国
家的嘉宾以及台下各位来宾们，讲述了她手中
这两个葫芦的故事。

临离开曲阜，滕菁把两只精致的葫芦送给
了扈鲁夫妇，扈鲁夫妇回赠了精心创作漂亮大
气的葫芦画，希望滕菁带给John Bauer。

葫芦伤了，情谊无损

2017年12月，扈鲁应密苏里州立大学艺术
节邀请举办葫芦文化展，参会的有美国葫芦协
会副会长柯南先生、美国密苏里州葫芦协会会
长沃特曼女士以及美国各地广大葫芦文化爱好
者。

扈鲁与70多岁的柯南先生竟一见如故。当
翻译说柯南先生是乘飞机2个多小时赶赴密苏里
州，又驱车4个小时才来到这儿，就为了与从未
谋面的扈鲁见面的时候，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
起。交谈期间，柯南先生多次因为太激动而热
泪盈眶。

柯南回顾了赴中国探寻葫芦文化的所见所
闻，了解到在中国，葫芦不仅意味着幸福，而
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幸福。在中国的历史
上，葫芦有数以百计的用途，例如：几个世纪
以前的葫芦碗、葫芦花瓶、葫芦做的蟋蟀笼、
葫芦乐器以及用葫芦做成的人物塑像等等。

参加展出的还有很多闻讯赶来的葫芦艺术
家，展出结束后，扈鲁为表达自己对不辞辛苦
不远千里来见面的美国朋友的谢意，决定购买
部分葫芦艺术品带回中国。同事劝解说，因为
葫芦体型较大，而且工艺精美，担心运输过程
中会有损坏，建议还是不要买了。但扈鲁坚持
买了四件葫芦艺术品。

为了能使葫芦安全抵达中国，扈鲁与美方
葫芦主人多次信件来往，当葫芦的主人了解到
邮寄费用昂贵时，劝扈鲁放弃购买，他们把在
美国先期收到扈鲁支付的费用退回，扈鲁毅然
决然坚持不变。

等待了漫长的2个月之后终于有了消息，第
一批两个葫芦收到了。扈鲁高兴地打开箱子验
看，不幸的是，因为葫芦经过工艺制作，外壳
偏薄，其中一个镂空的葫芦已有多处断裂。扈
鲁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伤一样心疼。国内物
流公司同意与美国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因为
箱子没有破损，外包装也很完整，物流公司不
承担责任。远在美国的葫芦的主人听说后，也
感觉非常抱歉，并非常诚恳地说，不要扈鲁支
付物流费用了，他们愿意承担。扈鲁风趣地
说，没关系的，虽然有了破损，这正可以说明
我们的葫芦是有故事的，自己马上如数支付了
费用。第二批的两个葫芦也于不久后来到了中
国，有一个有破损，扈鲁依然如数付款给美
方，美国葫芦主人感动不已，来信表示，她再
做一个精美葫芦艺术品赠送给扈鲁，邮费由她
们支付……

葫芦被依照原样进行了修复，精美如初，
只是如果你定睛细看，会发现几处粘过的痕
迹。

难得的非洲葫芦乐器

世界上的葫芦乐器有几百种，扈鲁欲将中
国的葫芦乐器同所收藏的来自不同地域、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的葫芦乐器，通过“最葫芦·
葫芦文化丝路行”展演传播给大家。他首先想
到的是非洲的葫芦乐器。

扈鲁说，非洲的葫芦文化主要表现为葫芦
乐器等，如我们常见的葫芦沙锤，该乐器以葫
芦为外表覆盖一层玻璃珠或贝壳，底部开孔形
成共鸣仓，发出的声音铿锵有力，正如非洲人
民头顶的葫芦盛器，彰显非洲人民健壮的体魄
和浓厚的葫芦文化。

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扈鲁的朋友
就帮扈鲁从世博会非洲馆收藏了一件肯尼亚的
葫芦乐器——— 拇指钢琴姆比拉，这是扈鲁收藏
非洲葫芦乐器的第一步。

2016年4月，扈鲁参加澜沧拉祜族“阿朋阿
龙尼”（葫芦节），扈鲁在拉祜葫芦广场看到
前来参加葫芦节的非洲朋友正在进行非洲葫芦
沙锤表演，他动了心，一心想购买收藏那件非
洲葫芦沙锤，这件葫芦沙锤仅是参加葫芦节展
演的非卖品。最终，他的真诚还是打动了非洲
朋友，把非洲葫芦沙锤卖给了他。

2017年，扈鲁通过在非洲工作的朋友托付
另一个朋友，寻找到非洲当地的专业人士，终
于寻找到了扈鲁所需要的非洲木琴、非洲竖
琴、非洲鼓和弹拨乐器姆比拉，这四件器乐均
以葫芦为主要构件，依赖葫芦的天然形状形成
共鸣，从而发出天籁之音。

2017年是扈鲁收藏非洲葫芦的丰收之年，
扈鲁还通过驻非好友，在非洲寻找到了刻有苏
丹地图的亚腰葫芦，此葫芦通体圆润，刻画的
绿色苏丹地图栩栩如生。

讲好中国葫芦故事

葫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作物之一，葫芦与
“一带一路”的缘分由来已久。在古丝绸之路
上，丝绸、瓷器和茶叶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品
种，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标志性符号，深
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据历史学家考证，瓷
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
发明了陶器，而最初的陶器无论是造型上还是
功能上，都是先人们从葫芦那里得到的启发。
扈鲁说：“葫芦外形柔和圆润、线条流畅，上下球
体浑然天成，符合‘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谐
音‘福禄’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
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民族文化基因，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

扈鲁说，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
阜，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重要讲
话，我们倍感振奋。作为在孔子家乡大学的一
名以葫芦文化研究为主攻方向的学者，更应该
自觉担当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开展
中华葫芦文化研究的重任，加快推动葫芦文化
研究从国内向海外的拓展辐射，讲好中国葫芦
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今年9月23日，“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
行”再一次走出国门，来到马尔代夫共和国。
马尔代夫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
也是“一带一路”南亚十国之一。本次走进马
尔代夫，重点介绍了近期出版的《葫芦文化丛
书》情况，讲述了葫芦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
的物质形态应用及演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赋
予的文化属性，以及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流传的
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整个展览过程中，参展民
众被华夏民族的勤劳智慧深深地折服，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吸引。

记者了解到，“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
行”还先后走进日本、白俄罗斯、俄罗斯等
国，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葫芦文化爱好者和
艺术家的高度关注。

扈鲁透露，应白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国际
人文组织邀请，“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行”
即将再次走进“一带一路”沿线的白俄罗斯，
拟于今年11月中旬在白俄罗斯国家费拉莫尼大
剧院展演，并将举行向白俄罗斯明斯克中国文
化中心赠送《葫芦文化丛书》仪式。“最葫芦·
葫芦文化丝路行”随后还将走进塞尔维亚、波
黑、吉尔吉斯斯坦、以色列等。

行胜于言。可是出门难，行路难。扈鲁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肯定克服了各种困难，但是
他始终是微笑着的，他把一切都当成修炼，葫
芦给他智慧和能量。

生在葫芦崖，从小近葫芦，亲葫芦，爱葫芦，听老人聊葫芦；长大画葫芦，收藏葫芦；当了学者研究葫芦，讴歌葫芦，，
他成了“葫芦痴”，甚至连笔名都确定为葫芦谐音“扈鲁”。今年，他组织主编的9卷本《葫芦文化丛书》出版，被学界誉为
“填补国内外葫芦文化研究空白之力作”，成为名副其实的为葫芦立传第一人。他发起“最葫芦·葫芦文化丝路行”展展演活
动，成为“一带一路”宣传的名片。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扈鲁先生。

扈鲁：葫芦是联通中外的吉祥物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扈鲁在枣庄葫芦园写生。

扈鲁赠给加拿
大新省孔子学院的
葫芦画。

扈鲁向巴西友
人介绍葫芦文化博
物馆馆藏。

2017年，扈鲁在美
国举办“最葫芦·葫芦
文化丝路行”。

充满幽默感的
葫芦作品“福禄寿
禧财”。

葫芦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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