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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栩栩如生的剪纸，草编的蒲团、筐、篓，
古朴又现代的土陶，王高虎头鸡，以及赵氏正
骨手法，在寿光第二届文博会上，寿光展示了
本地5项精品非遗项目，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
观望。但令人担忧的是，虽然成为非遗项目，
也进行了初步保护，但它们的生存和传承之路
依然不易。

土陶想高端，要给懂行人看

镂空的鱼形土陶、大肚子的瓮、有花纹的
茶盒……赵宇融展示的土陶制品显得有些另
类。

赵宇融是寿光柴庄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壁画专业毕业。看到土陶日渐萎缩，他想用现
代审美和技巧把这项老辈传下来的技艺继承下
去。

“柴庄土陶制作技艺”始于明永乐年间，
1405年起立窑烧制，迄今已有600年的历史。
产品大致分为盆、罐、瓮、缸和古建筑装饰物
等几大类，以罐盆为主。

2002年，赵宇融刚回村时，尚有8家在做
土陶，如今只剩下3家，主要制作花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柴庄土陶有
过辉煌的时期。当时家家户户都得买几件土陶
器皿，柴庄土陶占据了周边县市的主要市场。
然而随着不锈钢、塑料、搪瓷等不同材料生活
用具的出现，柴庄土陶走向萧条。

侯镇西柴村人张乃禄，从事土陶研究与生
产20多年。他认为，土陶制作技艺一般人看来
就是泥巴活、脏活、累活，所以从事土陶制作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加之资金短缺，史料缺
乏，传承发展面临巨大困难。

在赵宇融看来，土陶的外观不好，制作粗
糙，但却是原生态的，有种古朴静穆的美。
“符合小众的审美观，懂行的人才会买。”赵
宇融曾带部分样品打入北京的高端会所，也得
到了一位知名画家的好评。

到目前为止，赵宇融已制作了400多件样
品，提取100件作为可生产样品，但一直未生
产。

“等待入市的契机。”赵宇融说，已有多
人来寻求合作，但不是他理想中的合作伙伴。
土陶翻身，还在等待最佳时机。

机械制作取代手工剪纸

非遗精品展中排在第一家的是剪纸。寿光
洛城街道马前村的董丽云，一边抠着纸眼儿，
一边给游客介绍。

马前村有100多年的剪纸历史，曾经家家
户户都会剪纸。展位上的剪纸有寓意吉祥的花
开富贵、大展宏图，也有酒中八仙歌、门神等
历史掌故，还有过门钱及喜字。

一幅宽60厘米长80厘米的花开富贵，只要
20元。当然，这是机器做出来的。这样一幅作
品，纯手工的话需要十多天才能剪出来，价格
约为200元。用机械的话，几分钟就可以生产
一批。

董丽云采用机械制作剪纸已经7年了，丈
夫刘德龙负责设计图案，做模板。“省劲，
快，花样多”，刘德龙更愿意用机械制作。但
董丽云认为，手工剪纸才有味道。机器制作，
效率提升的同时，利润薄了，也失去了手工做
出来的传统韵味。

“现在村里下一代会剪纸的很少了。”董
丽云说，马前村只有她还在坚持。

现实困难重重。董丽云想申请扩大厂房却
审批不下来。两年前，她跑到上口镇租了个小
厂房。现在有4台机器，每年订单也有30多
万。现在因为厂房面积不够，规模扩大不了。
董丽云希望政府扶持一下，也准备让孩子学剪
纸，把这项技术传承下去。

草碾子草编走出一片天

开展第一天，草碾子草编就颇受游客欢
迎。

“卖得不错。”侯镇草碾子村草编第4代
传承人李永先在现场展销时说。

草编是草碾子村传统的手工业。据记载，
公元1369年其始祖从山西迁来，以草编为业，
延传至今。草编，曾是全村人的主要收入。

李永先从事草编产品的生产销售、草编工
艺的研究及产品的创新开发已有30年。今年，
他的订单达300万元，销往云南、浙江等地。
接到订单后，李永先把活放到各村去做。

如今，草碾子村及附近村里有1000多人做
草编。因为要支付现金，李永先感觉流动资金

紧张。“要是政府能协调个30多万元的流动资
金就好了。”李永先说，草编能给百姓创收，
一位老太太每天也可以挣个二三十元。

寿光曾组织专人对草碾子草编制作技艺进

行挖掘整理，出版专业书籍、影视资料片，与
艺术学校合作，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年轻人，以
期将其发扬光大。李永先计划成立公司，对草
编进行规范化、产业化生产。

寿光文博会上展示5项本土精品项目

非遗：虽有保护，传承不易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晓文

“妈妈，快来看，这些画上的小朋友真可
爱。”5月11日上午，寿光文博会摄影展区丁
海俊蔬菜艺术生活摄影展上，昌乐大宅科小学
7岁的王莹莹招呼妈妈。

小西红柿当做气球，大米粒组成的三个手
牵手的小人，西瓜皮、紫甘蓝做成的顽童，藕
片、萝卜丝和黄瓜片组成睡眠的少女。王莹莹
拿过妈妈的手机一一拍下，她想回去时给同学
看看。

王莹莹的妈妈陶芳也很喜欢这种蔬菜摄
影，“厨房也能激发人的艺术灵感，只有热爱
生活的人才能用审美的眼光来表现蔬菜。”

这些总题为《菜板上的生活》的图片，是
浙江摄影师丁海俊2013年拍摄的作品，共365
幅，此次展出了127幅。

记者看到，第330号图片，拍摄于去年11
月26日，用甘蓝、白菜叶、豆角搭配的一位女
士正在织毛衣。下面配的文字是：“晚上老婆
织起久违的毛线衣，她织起毛线衣，我就想二

十几年前的我。”
去年7月30日拍摄的，是用黄瓜、芸豆、

包菜、红萝卜组成的一家三口在水边游玩。配
文是：“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到太湖边，看看
太湖的景，没想到已经有许多人在玩和游泳。
看见一个人套个圈在游，儿子对我说：爸爸，
你也这样去游呀。嘿！这个小家伙，知道我不
会游，就这样对我说。”

所有图片全都是蕴含着生活的场景，并配
有简洁的文字。

来自济南的张明清女士说：“用菜做成人
物，还有生活场景，太有想象力了。”

摄影家傅拥军点评丁海俊的摄影说：“将
食物摆放进行拍摄，手法并不新鲜，但我喜欢
其中的创意。生动活泼，独具特色，这些来自
生活中的灵感更容易打动人。”

芹菜叶当做裙子，辣椒摆成桌椅造型，紫
薯搭上白菜丝做成小老鼠，菜花、辣椒组成绵
羊造型，毛豆和豆荚做成蜻蜓，茄子做成白鳍
豚，萝卜片做成螃蟹……简单的图画里却有丰
富的创意。

“他的摄影把蔬菜与生活、心情结合起

来，很有表现力。”寿光市摄影家协会会长刘
增武认为，丁海俊美术功底深厚，没有这个基
础，做不来。最重要的是，一年365天，每天
都在坚持，尤为可贵。

丁海俊说：“我只是想做个榜样给儿子
看，做事要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就算
再忙再累，我每天早上还是会花上一个小时完
成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大多数由蔬菜完
成，也想借此让儿子多吃些蔬菜，避免小家伙
偏食。

丁海俊拍摄蔬菜是个偶然。2013年元旦的
早晨，老婆为孩子做好菜饭，端上餐桌时，丁
海俊发现菜的绿色和饭的白色搭配很好看。丁
海俊把两个饭碗和一双筷子组合成人形，并用
相机拍摄下来。没想到，这样一幅创意摄影作
品，在网上得到认可。于是，丁海俊的365天
视觉日记《菜板上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刘增武认为，用艺术表现蔬菜，不仅要眼
睛盯着蔬菜，心里还要想着蔬菜。蔬菜摄影，
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用艺术手段、文化手段
来展现蔬菜。

“咱也拍了，但拍得少，没有坚持下

来。”刘增武说，下一步，他计划用不同的蔬
菜，不同的内容，拍摄田园大风歌，更好地展
示寿光蔬菜。

文博会上，来自青少年的蔬菜广告创意，
赋予了蔬菜另一种形式的表达。

红红的修长的萝卜绑着几颗小葱，好像飞
翔的蜻蜓。西红柿切片做成车轮，芦笋尖搭成
车架，用骑行表达寿光蔬菜、健康随行。一棵
蔬菜树上，结满了西红柿、辣椒、菠萝、橘
子，象征着生命之源。一堆蔬菜的上方，一个
针管正在滴下，配有“含激素的蔬菜敢吃
吗？”的文字，提示人们注重蔬菜安全。一把
手枪对准一个剥皮的苦瓜，让其退下伪装。用
多种蔬菜做成的运动健将，象征蔬菜绿色的活
力。

潍坊科技学院美术系老师刘申亭说，这些
精选出来的创意广告，表现了人们对蔬菜安全
的关注，也让蔬菜文化得到提升。

“蔬菜不仅可以吃，更可以看、可以
赏。”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莹说。

小西红柿当气球，芹菜叶做成裙子，辣椒摆成桌椅造型———

蔬菜的表达，可以如此艺术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孙 波

一个小时前还是一块密实的紫砂泥，
一个小时后，就成了一个圆溜溜的紫砂壶
泥胚。5月11日，在寿光文博会紫砂艺术
文化节现场，国家助理工艺美术师王凤
琴，给游客秀了一把绝活。

把一块泥料按在桌上，用木质的泥搭
子打扁，然后用一个类似游标卡尺的工具
在泥料上切出一块扇形，作为壶壁兜，按
在准备好的泥壶底上，再摆在转盘上轻轻
一摇。十来分钟后，一个丰润的紫砂壶身
就显出雏形。再用牛角、竹板细细摩擦

后，制作完成的紫砂壶泥胚看起来很圆
润。

“哦，就几分钟，一团泥就成了壶身
的形状。”第一次看到紫砂壶制作过程的
现场观众，有些惊讶。

王凤琴说，做完壶身，还要精修，再
加上壶盖、壶嘴等部位。最终做好一把
壶，需要十多天的时间。这样的展示，只
是简单地呈现紫砂壶制作的过程。

实际上，制作紫砂壶需要上百种工
具，少了哪一样，做起来都不顺手。泥料
的运输也得注意，因为寿光与宜兴的气候
不一样，生坯做好后，需要水的浸润，如
何保护生坯也是个麻烦事。

王凤琴19岁就进入宜兴紫砂厂工作，
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据紫砂协会寿
光分会会长王海舰介绍，王凤琴的作品融
会古今，道法自然，且不拘常规，气势浑
厚，端庄大气，既保持了紫砂的传统风
格，又融入了时代气息。

制作紫砂是个静心的活儿。如果心烦
气躁的话，根本做不好壶。现场嘈杂的环
境，让王凤琴很分心。

“静不下来，一会这个问，一会那个
问的，做不好。”王凤琴说，现场没有安
静的氛围，制壶只好当做演示了。如果在
自己家中，心无杂念，专心致志，做壶是
一种很美的享受。

文博会上，王凤琴现场演示紫砂制作过程

做壶是一种很美的享受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5月13日，寿光市残联与寿

光市文广新局联合举办了寿光市首届残疾人书
画艺术作品展，共展出50余件作品。

此次共展出了10余位残疾人创作的书法、
国画、美术和剪纸等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
角度，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体现了广大残疾人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作品展为残
疾人展现自我、融入社会搭建了平台。

首届残疾人

书画作品展举办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高斌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在寿光文博会的动漫影视展区，
不少观众提前观看到了52集大型三维动漫《农圣贾
思勰》。寿光学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慧
莉介绍，该片旨在推广寿光的农圣文化，里面的场
景多是选取了寿光元素，如弥河、寿光八景等，一
集一个小故事，让孩子们在观看影片中学到农业知
识。《农圣贾思勰》现在只剩下配音工作，5月底
之前能全部完成。

“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文化氛围，看着身边熟
悉的场景在动漫里得到展示，孩子们更有认同
感。”在现场，寿光市民徐惠带着孩子在观看影
片。现场除了《农圣贾思勰》之外，还有寿光本土
动漫南瓜妹的形象，现在已经做成实物。另外，小
牛憨憨、超级悠悠、菜娃天使等1000多个动漫玩
偶，也在文博会上展出。

据了解，寿光目前正在创作的漫画寿光，全是
寿光本地的内容，有历史传说、人物故事等。

另一部动漫《黑逗木仔奇遇记》也吸引了不少
观众。该片讲述的是古代少年黑逗，巧遇南朝大画
家，得到了“点睛笔”，黑逗带着“点睛笔”来到
了现代社会，与男孩木仔成为好朋友，两个男孩时
常会闹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黑逗木仔奇
遇记》体现了少年儿童在面对困难和威胁时，积极
克服困难，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为了伙伴
义无反顾的奉献精神，弘扬了传统优秀道德品质，
传播了正能量。

近年来，寿光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项目
产业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已有台湾华
幼、金盾影视、北京华苹、北京飞天等文化企业入
驻寿光软件园。动画片《超级优优》、《黑逗木仔
奇遇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污水妖覆灭记》、
《嘟嘟的宝贝》、《怪怪在南极》等已完成制作。
金陵十二钗、菜娃传奇等陶艺作品获得国家外观专
利。

寿光市委宣传部文化科朱金华认为，寿光之所
以能够创造出县级市作品集中登上央视的“传
奇”，不仅在于文艺创作层面所蕴含的蓬勃生机和
无穷潜力，更在于市政府的重视与投入。近年来寿
光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实行立项资助，每年资助10
部左右的文艺作品。

动漫成寿光

文化产业新亮点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5月11日上午，文博会大型夙沙氏盐技艺文化
展区，大型雕塑夙沙氏像前，游客纷纷驻足留影。

听讲解员说这个雕塑是盐制作的，来自昌乐的
游客王兴虎感叹：“原来，盐也能做雕塑。”

这个雕塑是台湾盐业公司制做的。今年的寿光
文博会，首次将台湾盐文化元素引入进来，并和本
土文化进行巧妙结合，同台参展。

寿光是盐圣的故乡，地下卤水储量达40亿立方
米，年产原盐420万吨，双王城制盐遗址群是世界
最大、中国最早的盐田遗址。而台湾，盐文化同样
丰富多彩。早在明朝时期，当地百姓就引进“淋卤
晒盐法”，开辟盐滩晒盐。近年来，台湾依托盐业
博物馆，搭配当地渔业、潟湖、赏鸟等观光资源，
带动了滨海观光，走出了一条盐文化和旅游结合的
道路。

寿光虽然守着寿北的大盐滩，但许多寿光人对
本地的盐业历史并不了解，夙沙氏在寿光的知名度
也远逊于农圣贾思勰。

“通过这种合作布展的形式，让游客熟悉了寿
光的本土盐文化，对这个城市进行追本溯源。与此
同时，对宝岛台湾的盐文化创意进行展示，也给寿
光盐产业向文化领域的提升迈进提供了一种思路和
借鉴。”寿光市台办主任韩兴武认为。

在书画展区，台湾著名水墨画大师戴武光独具
一格、清新朴实的画作，吸引了大批游客。

“这不是菜博会7号厅的葫芦吗？”戴武光展
示了刚刚创作的一幅作品，立即引来了一阵游客的
议论声。戴武光是第一次来寿光，参观了菜博会
后，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当天晚上和来自台湾的同
行们一起合作完成了这幅画作。

今年，文博会共有7位台湾书画大师的作品来
寿光参展，有5位大师来到寿光进行现场交流。

戴武光告诉记者，寿光举办文博会，非常有创
意，足见这个城市对文化的重视和文化土壤的健
康。他说，两岸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孕育出了不同的
艺术风格，而两岸艺术界相互交流十分重要，既能
切磋提升，亦能推陈出新。在这一点上，寿光文博
会为这种文化交流共融搭建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平
台。

文博会上的

台湾元素

□王兵 报道
工艺美术师王凤琴

现场表演紫砂壶的制作
过程。

文博会上，剪纸艺人在现场表演剪纸艺术。

在第二届寿光文博会上，独具特色的葫芦展，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品评。

小葫芦 大市场

□王兵 报道

□王兵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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