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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葫芦里卖的什么“宝”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夏萌萌

10月30日、31日，第十四届中国江北水
城·运河古都（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将在聊
城水上古城举行。路庄村村民们热切盼望着，
当天能不能在村里办一个分会场？

路庄村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有
“中国葫芦第一村”的美誉。在市、区、镇大
力支持和扶持下，路庄村的葫芦和葫芦工艺品
闻名海内外，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培育种植、创
意设计、加工制作、推广销售到物流运输的成
熟“葫芦全产业链”。在这里，种葫芦，种的
是创意，卖葫芦，卖的是文化。推广销售渠道
也是一路畅通，网商、电商、直播带货，时尚
的销售方式一样也没落下。如今，路庄村带动
全区销售葫芦占到全国市场的80%以上。

小葫芦里有大学问

葫芦，民间认为象征着“福禄”，所以全
国很多地方种葫芦，人们喜欢在家里摆葫芦，
或者在身上佩戴葫芦、葫芦工艺品。路庄村历
史上就有种植葫芦的传统，但至于何朝何代兴
起，似乎又没人说得清，听到最多的说法是：
听老人说，有些年代了。

从聊城城区沿309国道西行，到兴堂大街北
折，大约16公里到达路庄村。以这条大街为

界，路庄村又分成路东村、路西村两个自然
村。

据当地人介绍，这个季节葫芦都已经下
架，地里看不到葫芦了，有些遗憾。如果是夏
天，从兴堂大街走过，路两边有连片的葫芦
田，葫芦秧爬满架子，藤蔓下吊挂着各种各样
的葫芦，摇曳多姿，风景非常漂亮。

沿着兴堂大街北行，先后要经过刘庄村、
乔庄村。有几户沿街的农家小院，从街上就能
看到高出围墙的葫芦架，架子上晾晒着一串串
的葫芦，似乎提前告诉大家，葫芦村快到了。
这颇有点像《红楼梦》里凤姐出场“未见其
人，先闻其声”的场面。

进了路庄村，深深感觉“中国葫芦第一
村”的名号名不虚传，满街满眼的都是葫芦。
村里几乎家家院子里都搭着高高的葫芦架，悬
挂晾晒着成串的各式各样的葫芦，院里、屋里
也都是一堆堆、一箱箱的葫芦。沿兴堂大街的
院落，又都临街建房，装修成了销售葫芦的商
店，店里店外摆满了各种葫芦、葫芦工艺品的
样品。门帘是一串串小葫芦编成。就连屋檐
下，很多店家也挂起一溜造型别致的葫芦，上
面系着不同花色的中国结，下面缀上长长的红
线穗子，迎风飘起来，特别喜庆。

兴堂大街和村里的那条东西向主大街上，
还摆着好多个露天的“葫芦摊”。按说，这些
葫芦卖给村里的葫芦加工厂也没问题，但他们
好像更愿意在这里摆摊，把这当成一种生活方
式，同南来北往的顾客聊聊天，介绍介绍当地
的葫芦故事，顺便侃侃价，卖葫芦，此中别有
一番乐趣。

村民老路的摊子就摆在村里的东西向主大
街上。摊位上的葫芦，有的放在小纸箱里，有
的直接堆在塑料布上，每堆一个品种，一共20
多种。老路说：“我家种了4亩葫芦，这些品种
都是自家种的。”

“小葫芦里有大学问。”老路讲起葫芦来
头头是道，“葫芦是个吉祥物，你看那些神仙
都喜欢葫芦，八仙里的铁拐李背着葫芦，济公
走坐不离地带着葫芦，还可以做成八卦葫芦，
摆着好看，很多人还买了用来改风水。”

实际上，葫芦文化的兴起，与这些民间传
说带来的广泛认同有关，也与文人墨客的推崇
有很大关系。在清代，玩赏葫芦与核桃、鸟
笼、扇子被并称为“四雅”，把玩葫芦成为朝
野文人所认可的“雅事”之一。如今，仍然有
不少人喜欢把玩葫芦。用来把玩的葫芦，个头
自然不能太大，所以那种小葫芦，当地称作
“手捻葫芦”，价格比大葫芦还要高出一截。

老路自己就有一件用来把玩的葫芦。让他
看上眼的，自然有特别之处。老路指着葫芦腹
部自然生出的两处凸起说，“像不像猫耳
朵？”仔细看上去，这个葫芦轮廓还真像一只
憨态可掬的猫。这个葫芦老路就取名“猫耳葫

芦”，闲暇时就拿过来把玩，现在已经包浆晶
莹透亮，看起来像是陶瓷葫芦了。老路说，这
个葫芦要是拿到文玩市场上卖，肯定能卖个好
价钱。

问他还有没有更稀奇的“珍品”？老路不
答话，伸手从旁边纸箱里拿出来一个方形铁
盒，打开盒盖，小心翼翼地捏出里面藏着的一
对葫芦。这两个葫芦不大，特别之处在于，是
一对双胞胎，两个葫芦的尾部长在一起，头部
渐渐向两边分开，看上去像个“八”字，老路
给这个葫芦取名“孪生葫芦”。“我家的4亩地
里，一年就长出这么一个来。”至于能卖什么
价钱，老路说，“1000元可以，2000元也可以，
再多点也不是没可能，看缘分了。”周围的人
也说，这种“双胞胎葫芦”非常少见，自然是
物以稀为贵了。

一个葫芦能卖几千块钱，已经让人惊叹
了。当地人表示，其实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形状独特、品相好的葫芦，一个卖到上万元并
不鲜见。

身价倍增的掐丝葫芦

2008年，东昌葫芦雕刻被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吸引了更多的
人把心思放到葫芦上来。

葫芦好看、好玩，有的是因为形状奇特，
为此通过套袋、模具等方法，种植出了形似花
瓶、天鹅的范制葫芦、异形葫芦；有的是靠着
创意独特的图案设计、加工技艺，大大开拓了
葫芦的文化意境，提升了葫芦的文化品位。一
个好的创意，往往让葫芦身价倍增。

在雕刻加工工艺葫芦方面，郝洪燃称得上
是村里的带头人。他公司院里专门拿出两间房
当展厅。一间是代表性工艺葫芦的展示区，博
古架上摆放的，都是自家公司这些年加工生产
的特色葫芦。迎门正中位置，有个刻着“中国
葫芦第一村”的葫芦特别显眼。郝洪燃说，这
个葫芦工艺算不上多么精美，但有特别的纪念
意义，“这个肯定不能卖，是2000年我刻的。
那时候把这个字刻出来朦朦胧胧算个梦想，现
在是真正的‘中国葫芦第一村’了。”另一间
是展示销售区，摆放着目前对外销售的葫芦样
品，靠墙的架子上，还摆着与葫芦配套的中国
结，包括串结、手捻结、扇形结、五环结等各
种样式供顾客选择，并可以直接在这里下单采
购。

郝洪燃从1986年开始学习雕刻工艺葫芦，
算起来至今已经30多年了。他练就了很好的绘
画功底，这也让他在工艺葫芦雕刻加工方面，
可以很容易地实现自己的创意设想。

他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题材，精心打成
画稿，雕刻到葫芦上。花鸟虫鱼、祥龙猛虎、
神仙仕女、山水竹石，无不形神毕肖。他还根

据画面喻意，开发创作成葫芦产品系列，比如
民间祈福祛邪的，画面多是恭喜发财、吉祥如
意；朋友间相互赠送的，要表达高风亮节、大
展宏图；祝福孩子升学的，自然是蟾宫折桂、
五子登科。

新的生活元素、文化元素被吸取融合到葫
芦雕刻中，郝洪燃不断创意推出令人耳目一
新，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新产品。他设计制
作的葫芦音箱，将音响设备巧妙镶嵌到葫芦
里，摆在桌上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接上
电源和数据线，打开音乐，借助葫芦腔的共
鸣，能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用不同形状的
葫芦，他设计制作了一套功夫茶的茶具，用这
样一套茶具沏茶、赏茶、闻茶、饮茶，是不是
能体验到一种与众不同的茶文化！

“年年都有更新。”郝洪燃说，去年又推
出掐丝葫芦。掐丝葫芦是将传统工艺葫芦的制
作工艺与景泰蓝制作工艺结合在一起，实际操
作起来面临很多困难。因为景泰蓝毕竟是在铜
器上掐丝、点蓝，然后烧制成品，葫芦当然不
能烧制。“像一年级小学生学写字。”郝洪燃
说，经过反复试验，掐丝葫芦终于加工成功。
摆在桌子上的掐丝牡丹葫芦，颜色鲜艳明亮，
姿态雍容华贵，美不胜收。“这样一个葫芦出
厂就要三四百块钱，零售价格还要翻番。”

路庄葫芦名声越来越响亮。村里越来越多
的人家种葫芦、加工葫芦、卖葫芦，又逐渐辐
射到周边村庄，甚至更远的地方。孙玉亮家既
种葫芦，也雕刻工艺葫芦，沿街开着一家店，
取名“记的笑葫芦”。10月22日上午，孙玉亮
正在操作店里的两台激光雕刻机，生产机雕葫
芦。机器工作起来，颇像老式的针式打印机。
把图案设计程序输入电脑，四五分钟就能按图
样刻出一个葫芦来。孙玉亮的妻子吴秀真正忙
着给葫芦上色。

当天，在孙玉亮家的店里，我们正巧遇到
了一位来自临清的小伙子王泽普，刚刚坐车来
到这里，手里还拉着行李箱。一问才知道，他
是慕名而来，向孙玉亮夫妇学习葫芦雕刻手艺
的。

路庄葫芦名气越来越大，不仅有络绎不绝
的外地商家前来买葫芦，还有不少像王泽普一
样来学种葫芦、雕刻加工葫芦的。而路庄村的
村民也经常应邀到外地指导种葫芦，村民路立
文说，他至今已到过上海、安徽、湖北等地，
传授葫芦种植技艺，帮助提高葫芦种植水平。

当葫芦搭上直播“快车”

在路庄村，顺丰、邮政、中通、圆通、申
通、韵达、德邦等七家大型快递物流公司，都
专门设点经营，每天下午定时前来取件。

快递公司看中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几年
电商、直播带货等线上交易越来越红火，成为

主流的经营方式，发货数量不断增加。
路东村党支部书记李正忠介绍，村里电

商、直播做得好的，年收入上百万元甚至几百
万元都很正常。

村民郝雪丽加入直播队伍不算早，但称得
上佼佼者之一。她在快手注册账号，几年来已
经吸引了4万多粉丝。每天上午、晚上都会直播
一段时间，加起来一天直播时间有四五个小
时。

从2016年开始，她在自己快手账号下上传
视频，至今已经有2600多条，内容主要是向大
家展示葫芦种植技术、葫芦田里的风景、葫芦
加工技巧、葫芦文化解说以及不同品种葫芦、
各种工艺葫芦的推介等。直播过程中，葫芦爱
好者看到自己喜欢的，就会直接下单购买。在
她家堂屋兼直播间，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多个小
纸箱，每个小纸箱上都已经写好名字，看上去
那显然都是网名，纸箱里装着他们选好的葫
芦，等待一起发货。

郝雪丽说，至今也没考虑在直播中刻意加
入多少技巧，就是自然而然地解说或者介绍，
“到直播间来的，绝大部分都是葫芦爱好者，
也不必求花哨，该买的他们就会买。”

她在直播中，主要就是推介各种“素葫
芦”，就是没有加工雕刻过的葫芦，卖几十块
钱的最多，上百的正常，价格上千的就少些
了。偶尔她也会卖一些自己雕刻的烙画葫芦。

她说，去掉纸箱等成本费用，加上要包
邮，一年算下来，能收入十来万块钱，“跟打
工差不多”。

她的这个说法马上遭到村支书李正忠的
“强烈反驳”：“不可能不可能，一年不会下
来三四十万。”

郝雪丽就笑，“卖不了这么多。”
路西村的路宗宝（左上图）也在快手上开设

了账号，“我粉丝少，昨天下午直播了半个小时，
没卖多少。主要时间太短，刚上人。”

路宗宝说，虽说粉丝少，但遇到旺季，销量一
点也不差，“去年秋天的时候，葫芦卖得非常好，
一天能卖几千块钱。”

对一部分电商、直播带货的来说，让他们有
点苦恼的是“办法不多”。市、区、镇也在积极为他
们想办法，邀请专家为他们举办培训讲座。很多
讲座直接办到村里，甚至村民家里。

村里人说，如今，几家快递公司从路庄村
发走的葫芦，正常情况下，每天不下两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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