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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点火，不冒烟，看着电视做草编；不
出门，不出院，轻轻松松把钱赚。”这是青岛
某君对平度市新河镇草编户的描述。新河镇的
编织工艺得到了爱马仕、LV等国际大牌的青
睐，编包、草帽登上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草
根镀金，普通农民之手有大能量。这引发了我
的思考。人文沃土真的可以深度耕作，山东手
造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抓山东手造是为了深入推进“两创”，而
搞好“两创”的目的是提高文化自信，文化自
信必然是跨地域的。所以说，山东手造应该是
跨村、跨镇、跨县、跨省、跨国，是全世界
的，应该成为中华手造最有代表性的标识。
  1984 年春，潍坊举办第一届国际风筝
节，国内好多人还笑话这座从潍县改成的城
市，怎么敢举办国际赛事。 38 年过去了，一

年一届的风筝节，让潍坊的风筝飞到了世界各
地。相传两千多年前，第一只木制风筝木鸢从
这里起飞；如今，世界上70%以上的风筝自此
出口。潍坊人通过自己的手，将家乡打造成了
一座会飞的城市——— 鸢都。
  跨地域的山东手造应该而且必须跨越既定
的思维疆域。摈除僵化思维，跳出老框框，让
心大起来、野起来，甚至要疯魔起来，要敢
想、敢梦。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宁夏西
部影视城是一片荒凉之地，可是经营影视城的
作家张贤亮提出一个概念——— 出卖荒凉。《牧
马人》《红高粱》《东邪西毒》《大话西游》
等电影诞生在这里。周星驰的盔甲、张艺谋的
球鞋、陈红的裙子、谢晋的照片、巩俐的片
花、王思懿的录像等成了卖点。张贤亮卖什
么？卖明星的名气。 2005 年，张贤亮将几滴
黄河水注入类似打点滴的葫芦形小瓶子，再系
上中国结，放在自己创办的影视城里售卖，价
格为10 元一瓶。黄河水不值钱，可是系上中
国结，就有了文化含量，就有了故事。黄河水
论滴卖，你卖去吧！说白了，卖来卖去，其实

卖的是自己的智慧。
  试想，潍坊当年要是没有国际意识，风
筝哪能跨越我们的领空？平度新河镇如果没
有“指间大象”胸襟，单一的草编产品怎么
会发展到纸、木制、机绣、机钉及其他天然
纤维工艺品，手法也由最初的编辫、平编、
绞编、编花等发展到锥砌法、串接、串钉等
30 多种？
  山东手造要跨越边界首先要丰富内涵，必
须是真家伙，有真功夫，像章丘铁锅，像黄河
麻湾梅花刀，得是千锤百炼敲打出来的。铁锅
和梅花刀背后，是铁匠，是人，是匠心。工
序、火候、高温锤炼、锻打，既是铁匠劳动量
的体现，更是匠人修身、匠心培育的历练过
程。吸引眼球、拨动心弦的山东手造，差一点
点都不行。所谓“临事而惧、功不唐捐”是
也。我想起一个作家说过的话：“当铁匠你就
不能怕火星儿。”
  山东手造跨地域，还得跨年龄。年轻人喜
欢，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比如鲁西南的活
历史，被民间称为老土布、手织布和提花斗纹

布的鲁锦，要经过纺线、布浆、挽经、做综、
闯杼、掏综、织布等72 道工序，如何既保持
其特有的质地和天然、舒适、古朴典雅的特
点，又适应年轻消费者审美需求？这是一个必
须攻克的难关。有些传统手工艺在生活中已不
具备使用价值，但通过创意，依然可以提炼很
多具有时代价值的元素在生活中传承和弘扬，
这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而跨年龄的山东手造，必须由老中青少这
些跨年龄的人来一起手造，才是正道。师傅带
徒弟，手把手传递，技艺里还包含着一份温暖
的心智和殷殷嘱托，而徒弟在师傅的言传身教
中，体会手艺高妙之时，更能感受到师傅人格
魅力的熏染。
  老手艺，新面孔；老物件，新形态；老艺
人，新徒弟。跨越时空、超过国度、忘记年
龄、富有永恒魅力的山东手造必将熠熠闪光。
这不是浮光掠影式的光芒，而是几代人十几代
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心灵回响，是来自久远的历
史深处的智慧之光。

山东手造的边界在哪里
□ 逄春阶

  据豆瓣图书数据统计，《寻路中国》登顶豆瓣热
门旅行图书TOP10。作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
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驾车
横跨中国北方，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融进这本书中。从
城墙到工厂，从农民到企业家，从乡村到城市，该书
呈现了一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南方人物周刊》评
价道：“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
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一些中国人
司空见惯的现场，在何伟笔下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
色彩。不少网友留言表示，“何伟的书可读之处就在
于，你常常在陌生与熟悉之间徘徊，熟悉的人和事，
陌生的角度，魔幻与现实不断交替”。
  居第二位的是三毛撰写的《万水千山走遍》。作
为《三毛集》的最后一卷，《万水千山走遍》记录了三
毛失去挚爱后，踏上中南美洲的土地，重新开始新的
生活。相较于《撒哈拉的故事》中三毛的活泼率真、热
情随意、敢作敢为，该书字里行间流露的深沉和忧郁
让我们看到了三毛对生命的思考。
  排在第三位的是杨柳松撰写的《北方的空地》。

《鲛人之歌》

领跑音乐飙升榜

  据QQ 音乐每日数据统计，《鲛人之歌》居音乐
飙升榜首位。这首歌由喻江作词、萨顶顶作曲、周深
倾情演唱。作为电视剧《与君初相识》的片尾曲，《鲛
人之歌》从作词到作曲无不贴合剧中御灵师纪云禾
和鲛人长意缠绵悱恻的爱情。而周深空灵的嗓音更
是将深海的唯美与虚幻、深沉与纯净完美地诠释。网
友纷纷留言，“听到歌曲，感觉自己遨游在海洋，阳光
照进海底，身边有鲛人和我一起游动。”
  排在第二位的是由女子组合By2 演唱的歌曲
《爱丫爱丫》。这首歌曲风格清新明快，旋律节奏鲜
明，词曲中上演着花季少女爱慕着男孩，正在苦苦等
待男孩给她回应的故事。而这首发行于2008 年的歌
曲也刻印着一代人青春的回忆，给无数与这首歌共
度青春岁月的网友带来内心的共鸣。
  排在第三位的是由陈文非演唱的《孤独颂歌》。
作为《中国好声音2021》总决赛季军，陈文非细腻的
情感和多变的嗓音总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歌曲创作中，她擅长添加各种有趣的小细节，增加
歌曲可听感。在这首《孤独颂歌》中，陈文非用欢快的
节奏唱出忧伤孤寂的歌词，这种反差让歌曲在表达
上别有一番风味。

《猎罪图鉴》

居热度指数榜榜首

  据骨朵网络影视数据统计，《猎罪图鉴》以全网
83 . 69 的热度居骨朵热度指数榜首位。《猎罪图鉴》由
张晓波监制，贾东岩总编剧，邢键钧执导，檀健次、张
柏嘉领衔主演，讲述了模拟画像师沈翊和刑警队长
杜城搭档办案，共同破获多起案件，追寻真相的故
事。该剧首次以画像师为破案关键点，无疑为刑侦剧
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正因此，题材的独特性让编剧团
队没有可以参照的剧集。编剧收集大量画像美术资
料，结合真实案件创作出了独有的破案手段和推理
逻辑，给从未接触过画像师这一职业的观众带来了
全新的观剧体验。网友纷纷评论，“刑侦剧看了不少，
但画像师还是头次见。”
  由王威、白云默执导，许凯、吴谨言等领衔主演
的《尚食》居榜单第二位。该剧以明朝为背景，讲述了
少女姚子衿入选尚食局宫女，凭借自己对中华美食
的追求与热爱，不断提升烹饪技术，并最终与皇太孙
朱瞻基相识相爱相守的励志故事。居榜单第三位的
是由黄子韬、宋祖儿领衔主演的都市奇幻爱情剧《才
不要和老板谈恋爱》。

《新蝙蝠侠》

跻身电影票房榜榜首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统计，3 月18 日上映的
影片《新蝙蝠侠》居电影票房榜首位。该片是由马特·
里夫斯执导，罗伯特·帕丁森等主演的科幻犯罪电
影。该片在上映前就备受粉丝期待，仅点映及预售票
房就突破一千万元，上映两天票房突破三千五百万
元。《新蝙蝠侠》讲述了正义的化身蝙蝠侠在哥谭市
守护和平两年后，一系列谋杀案引起了他的注意。为
此，蝙蝠侠深入地下调查，重新与他人合作，打击违
法犯罪，持续守卫哥谭市。影片一经上映，豆瓣开分
7 . 7 分，网友也是好评连连，“导演很有勇气，用大量
时间去缓慢运镜拍摄人物与城市空间，用影像创造
一个仿佛真实存在的哥谭。”
  电影《神秘海域》居第二位。该片是由鲁本·弗雷
斯彻执导，汤姆·赫兰德、马克·沃尔伯格联袂主演的
冒险电影。影片改编自索尼的同名游戏，讲述了主角
内森·德雷克和搭档维克多·苏利文共同追寻百年前
遗失的宝藏的探险之旅。豆瓣6 . 1 分的评分表现出
网友对该片褒贬不一的态度。一些网友认为，作为游
戏老粉，这是他看过的游戏改编电影里观感最好的
一部；还有网友表示，该片冒险刺激的感觉还不够，
人物动机也略显不足。春节档上映后稳坐首位的《长
津湖之水门桥》位居其后。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璐 整理）

《寻路中国》

登顶热门旅行图书榜

花饽饽的花样年华

  □ 本报记者 卢昱

　　心手相牵，创造美好生活。胶东花饽饽见证着
胶东人的花样年华，作为风格独具的山东手造项目
之一，它贯穿于民间节日风俗中，是胶东地区民俗
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表达着胶东人的心理感情和
文化内涵，并强化了民俗情境和民俗事象。

山海间的创造素材

　　胶东花饽饽与菏泽面人、郎庄面老虎、
济南面塑，共同构成了山东四大面塑。其
中，胶东花饽饽因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精神气
候，在题材、内容、造型、设色等视觉形象
方面不同于鲁中、鲁西南、鲁西北三个区域
的面塑创造。 
　　“胶东花饽饽的制作区域是连成片的，
从威海到烟台，再到青岛，在风格上各有变
化。”胶东民俗专家、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兰玲介绍。
　　综合各种研究材料，面塑起源于祭祀活
动。据史书记载，早在汉代就已出现饼食
艺。宋代《梦粱录》中有面塑的记载，其应
用于春节、中秋、端午以及结婚、祝寿等喜
庆日子。民间面塑经由祭祀活动，推衍至人
生礼仪、岁时节令中，在民俗活动的场域
中，刺激了面食文化区域内人们对面材的塑
造欲望，形成了有生命力且寓意丰厚的面塑
艺术。 
　　“胶东的面塑制作由来已久。平时自家
吃的饽饽，讲究的人家不用刀切，而是一个
个用手揉出来，叫蒸‘桃’，还要捏出个
‘桃嘴儿’来。”兰玲介绍，出锅晾后，习
惯用木刻的花章点红，花章上一般刻有喜、
寿等字样或梅花等图案，喜庆吉祥。没有花
章也要用细麦秸管蘸着“家水红”，点上几
个红点儿，逢节日或礼仪场合更为重视，栖
霞称之为做花饽饽。
　　靠海吃海，对海的敬畏、尊重之情也
通过花饽饽折射出来。胶东沿海一带的渔
村、渔民大都有祭海的风俗。每年正月十
三是祭海的日子，这天供奉的是龙王和海
神娘娘，供桌后面摆放十多对人首鱼身、
蟹身、虾身的花饽饽，因为这是置之神灵
前的祭品，又是供众人观赏的非食用品，
所以在制作时尽心竭力。渔民认为这些海
鲜都与海神有关，保佑渔民满载而归，中
央放一条大面鱼，象征富贵有余；两边多
放五个一摞的大枣饽饽。
　　胶东的花饽饽还与胶东地区的节庆风俗
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生礼仪中，花饽饽在
婚俗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鸳鸯、鲤鱼、
寿桃、如意、老虎、大桃各一对。有的地方
还做脸盆饽饽花，即把花饽饽底座做成盆口
大小，放在盆中。其中，有龙凤呈祥大件，
上面是龙凤呈祥，下面是四季发财，边上是
狮子滚绣球；另一个是年年有余——— 底座上
镶嵌两条鲤鱼。乳山一带结婚做媳妇饼和囤
底，又厚又大，寓意团圆美满和将来的日子
富裕。文登一带做的饼小而薄，叫媳妇饼或
喜饼。除了这些，还做花饱子、炸面鱼、翻
背果等，与喜烟、喜糖一起作为给来宾的
回礼。
　　在农耕社会中，人们非常重视婚嫁、养

育、祝寿这些人生礼仪，这时人们要做一些
花饽饽，或馈赠邻里亲友，或祭祖供奉，皆
取如意吉祥、祈福禳灾之美好愿望。胶东各
地又有给新生孩子过百岁的风俗。孩子出生
后第一百天即百岁，孩子的姥姥做一些花饽
饽叫作送百岁。花饽饽有百岁、牛蹄、虎头
等，期盼外孙健康成长。有的姥姥要送一百
个小饽饽，寓意长命富贵。
　　婴儿过周岁，也叫过一生日，要做一斤
重的大桃两个，二两重的小桃数十个，也有
的做几十个象征长命百岁的面穗，乳山等地
叫长穗，取长命百岁之意。另外还蒸葫芦，
为驱灾辟邪；蒸元宝、圣鸡之类，求富贵平
安和多财多福。
　　“在老人的寿诞日，龙口、莱州等地讲
究儿女亲友要做大寿桃，再就是鹤鹿同春等
大件作为寿礼。”兰玲介绍，鹤鹿同春把仙
鹤用细如发丝的小弹簧与面制的底座连接起
来，稍一颤动，仙鹤便似展翅翱翔。金鹿立
于松树下，仰视仙鹤，栩栩如生，寓意松鹤
延年，禄寿双全。除了老人和孩子以外，其
他的家人过生日，一般也要蒸一锅饽饽，多
是做成桃、元宝、圣鸡等样式。
　　在农村，盖房是件大事，烟台地区的农
村在上梁、立柱等活动时，主人家要举行隆
重的祭祀庆典。供奉面塑的老虎、圣虫、龙
凤呈祥、狮子把门、肥猪拱门等，象征播龙
抬头、凤落宝地。莱州、龙口一带在上梁之
前，把亲友赠送的一斤多重的蹲狮、卧虎、
金龙分别放置在正门两旁和大梁之上，表示
狮虎守门、飞龙绕梁。

祈愿福禄寿禧财

　　在胶东，岁时节令的花饽饽，更是花枝
招展。春节前夕，蒸制喜饽饽是必不可少的
习俗，一般是做一对盘坐的圣虫，一对爬行
的圣虫，十个大枣饽饽。另有放在水缸上的
鱼、蟾，放在窗台上的猩猩、宝葫芦，放在
面缸里的小圣虫、刺猬等。鱼表示年年有
余，猩猩保佑家里的大人孩子身体健康，宝
葫芦表示招财进宝，小圣虫、刺猬表示家里
的粮食吃也吃不完。胶东各地的枣饽饽规格
不一，但都要挑上鼻梁插上枣。
　　龙口、莱阳一带，大年初一中午，家家
户户都吃团圆饼。团圆饼直径一尺多，内层
很像中秋节的多层月饼，但制作、花饰却不
同。每层饼内一般要夹上红糖、白糖、芝
麻、青红丝或枣泥馅，以示来年日子过得有
甜头，生活节节高。几层大小不同的饼叠好
后，便在饼上嵌上些捏制的小玩意儿，如蝙
蝠、梅花鹿、花卉、圣虫、刺猬、元宝之
类。蝠鹿代表福禄双至；牡丹、荷花代表富
贵、纯洁；刺猬、圣虫代表五谷丰登、家有
余粮；元宝代表发财。吃的时候用刀切分，
每人一份，但不能全吃完，要留一些给正月
初三回娘家的女儿吃。“春节面塑可以说包

含了人们所有对福禄寿禧财的祈愿元素。”
兰玲介绍。
　　到了元宵节，人们习惯用豆面和玉米
面做成生肖灯，按照家庭成员的属相，给
每人做一盏属相灯，节日晚上放在一个盘
中点燃，俗传谁的灯燃亮的时间长，谁必
长寿。有的做全部十二生肖灯，寓意消除
病灾，人丁兴旺。此外做代表十二个月的
月灯，用于祈祷各月收获的农作物、水果
和蔬菜取得丰收。做狗灯摆在门口，做牛
灯、马灯送到牛棚、马棚，做鸡灯放在鸡
窝上，做金鱼灯放在水缸里，做荷花灯、
寿桃灯、娃娃灯放在居室各处，并将犄角
旮旯之处照一照。
　　农历三月三日，胶东一带盛行做三月三
面塑为新婚妇女送节时用。胶东的莱州、栖
霞、龙口、招远等地都有在三月三蒸面燕子
的习俗。当地百姓说，小孩吃了不害眼病。
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即载有北宋时蒸
面燕子的习俗。一是清明正是北方燕子归来
之时，此时做面燕子是与节令相应。二是含
有生育的寓意。胶东民间称燕子为喜，喜也
包含了生儿育女的意思。
　　莱州有些地方干脆就叫三月三是小媳妇
节，小媳妇指当年结婚还未生育的新媳妇。
民间俗传小媳妇过不好这一个节日不利于生
育。因而小媳妇过节前回娘家做许许多多的
面燕，三月三带回婆家分送给邻居亲友，谣
曰：“三月三，大燕小燕做一千。”栖霞、
海阳的面燕，古朴自然。莱州的面燕五色斑
斓，口中还衔着一块鲜艳的红布条。面燕做
成各种姿态，有的静立观望、有的展翅欲
飞；有大燕、小燕，还有大燕背小燕，又叫
子母燕。精巧美观，常被人们放置在案头床
前，用来观赏。
　　七月七日乞巧节，或做小面食，油炸，
称为花儿，有民谣“七月七，炸花吃”，或
烙巧果子。威海一带主要是做巧果，叫剥小
果，先用油、鸡蛋、糖或蜂蜜把面粉和好，
再用果模子制成各种花样，最后放在特制的
锅上烙熟。果模子有大有小，大的多是吉祥
图案，如莲子、鱼、花篮等。小的多是活泼
有趣的图案，有一种小的模子，一个模子上
有十二个图案一字排开，有叶子、蝉、小
鱼、小狮子等，甚是生动。在众多的花样
中，忘不了的是还要做一把面剪刀，以示乞
巧。乞巧也是在祈福，祈求婚姻幸福、生活
甜蜜，姑娘、媳妇希望用自己的巧手给自己
未来的生活带来吉祥如意。
　　中秋节，突出幸福团圆主题，除了吃各
色月饼之外，莱州一带还做月与月鼓。月，
也叫月糕，用两层面饼做成，通体圆形，下
一层常做十二个月瓣，瓣上插枣，上一层做
玉兔，又装饰许多面塑染色花果，两层之间
也夹红枣，用来供月、赠亲友，好看也好
吃。月鼓形小，做工精美，节日期间像比赛
一样，孩子们擎着月鼓上街玩耍。

民间工艺美术太美了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其文《中国
文化中的食物》中说：“在中国的民间思想
中，粮食几乎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粮食不
是给人玩或浪费的东西……中国饮食文化中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食物本身在中国文
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少有别的文化像中
国文化那样，以食物为取向。”
　　花饽饽本身，也附着了胶东人对美好生
活的无限想象。“看看胶东花饽饽，那民间
的工艺美术真是太美了。”兰玲介绍，胶东
面塑在制作程序中，都是揉、切、压、叠、
搓、捏等方法并用，但在地域上呈现出自东
向西，工艺逐步复杂，颜色逐步艳丽的
特点。
　　“威海的面塑多是用本色面做成各式图
案，不崇尚色彩的明艳，保持面塑的原色
调，以单件作品为主，食用价值明显。烟台
的面塑则重视组件的制作，自栖霞、蓬莱、
莱阳、招远、龙口到莱州，越往西色彩越
浓。栖霞的面塑还多在本色面上再用染色面
装饰加点缀，而到了莱州，面塑着色勾线则
常常喜用工笔重彩，有的几乎见不着面的原
色，有很浓重的乡土情调，审美价值更加明
显。龙口、招远的面塑，特别精巧、纤细，
题材不一，所有的动物都是人面、动物身
子。”兰玲说，无论如何变化，其中无不彰
显着鲜明的民俗祈愿心理，福禄寿禧财的五
福主题饱满而热烈。
　　在兰玲看来，胶东面塑中祈愿五福的心
理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用象征、隐喻的表
现手法来借物寓意，含蓄、委婉地表达祈愿
心理。如祝寿面塑中常有龟鹤齐龄之作，表
达多福多寿的愿望。另外，还有凤凰穿牡
丹、狮子滚绣球、彩蝶扑瓜、福双全、五福
长庆、八仙祝寿、九世（狮）共（拱）居
（菊）等样式，将蝙蝠、松柏、灵芝、仙
桃、鹤龟等寓意长寿的动植物形象移植到面
塑中。
　　“同剪纸、年画等艺术形式一样，在面
塑作品中，这些形象也被人们添加了吉祥富
贵含义，用来表现单纯的祈愿心理。”兰玲
说，福禄寿禧财不可能截然分开，福的概念
很广泛，凡是平安、健康、团圆、美满、长
寿、儿孙满堂、富贵等世俗愿望都包含其
中，人们往往借时令节俗将其体现在面塑作
品上，将各种祈愿心理合在一起表达出来，
纯朴而自然。
　　而今，新元素的注入，为花饽饽的发展
提供了更大空间。比如虎年，做一些老虎元
素的饽饽；有人改用各种蔬菜、水果的汁
液，调和成彩色的面团，让花饽饽味道更
好、营养更丰富、色彩更淡雅、更符合年轻
人的审美。花饽饽正朝着更美好的花样年华
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