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6日 星期一 责编 闵佳 美编 王亮 审读 侯玉娟

03
深度 温度 锐度

青岛 报

非遗版春节来了

春节，这个
意义非凡的传
统节日凝聚起
中华儿女共同
的文化纽带和
情感寄托。随
着“春节——中
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
践”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我们再次
将目光聚焦在
承载着深厚文
化意义的传统
非遗项目。春
节临近，青岛的
非遗传承人又
到了最忙碌的
时候，让我们一
起来听听他们
的故事，看看他
们如何通过非
遗技艺，传递对
新年的期待。

人物

崂山剪纸非遗传承人 苏霞

巧剪灵蛇贺新春

剪刀飞舞，红纸旋转，苏霞眼神专注，手
指灵巧，不一会儿，一张圆形的蛇年生肖剪纸
日历就在她的手中诞生了，图案的圆形轮廓
象征着团圆美满，蛇身上的花纹寓意花开富
贵，生动的图案令人赞叹不已。

中国剪纸艺术源远流长，在中国众多的
剪纸流派中，崂山剪纸独具韵味。崂山剪纸
自清代传承至今已走过170余年，2007年被
列为崂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年
60 岁的崂山区王哥庄街道西山社区居民苏
霞，是崂山剪纸第四代传承人。青岛早报记
者采访苏霞时，她正忙着创作最新的新春作
品，包括蛇年剪纸挂历、生肖文创、崂山传统民
间故事《千年灵蛇守仙茶》等。

今年元旦后，苏霞结束了在中国海洋大
学等多所学校开设的剪纸课程，每天有了充
足的时间专注在热爱的剪纸事业上。“去年在
多所中小学、大学开设了课程，往往是从早上
7点到中午剪纸，吃完午饭后赶去上课，下午
5点到晚上9点半又是剪纸时间。最近这几
天结束课程后，我几乎是全天泡在工作室
了。”苏霞告诉记者，创造一幅好作品需要时
间，容不得半点马虎。

“要什么有什么，剪什么像什么。”几十年
前，当苏霞从母亲手里接过剪刀时，她暗下决
心，一定要将剪纸艺术发扬光大。她不仅遗
传了母亲的艺术天赋，也有着和母亲一样的
恒心和耐心。几十年的沉淀与深耕，让她能
得心应手地展现任何题材与内容，苏霞用一
把剪刀剪出大千世界，展示着崂山剪纸传统
技艺的独特魅力。她的作品关乎乡情，关乎
城市发展，关乎家国大爱：《山海小城王哥庄，
千家万户馒头香》尽显原汁原味的崂山特色；
19.49米剪纸长卷《砥砺前行七十载，日新月
异大崂山》展现祖国开放包容的气度；《青岛
印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家乡风光，作为国
际文化交流的作品向世界传播青岛的美；近
期刚完成的《海纳百川 绘制崂山》则展现了
张村河新貌等，歌颂崂山城市发展；而目前
正在创作的《千年灵蛇守仙茶》则属于她原
创的崂山传统民间故事系列……苏霞说，

“我喜欢从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中挖掘元
素，让传统非遗剪纸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
鲜活的生命力。”

崂山面塑非遗传承人 荆长艳

花样饽饽蒸出来

进了腊月门，崂山面塑非遗传承人荆长
艳就开始忙碌起来，当记者来到位于王哥庄
街道的久香园铁锅大馒头工坊时，她正忙着
制作各式各样的花饽饽、大馒头等面食产品。

“快过年了，大家都希望餐桌上的年夜饭
更喜庆漂亮一点，所以近期花饽饽类产品卖
得比较好一些。”荆长艳一边忙着给花饽饽贴
花装饰，一边对记者说，“春节期间我们的销
量比平时多了几倍，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
不停地下订单、筹备发货，一天能卖四五千个
花饽饽。”

“我们会根据每年的生肖主题来创新花
样，今年是蛇年，我们会做一些与蛇相关的图
案。”荆长艳说，“产品颜色也会更艳丽些，看
起来更喜庆。”

年底是花饽饽销售旺季，很多顾客会找
荆长艳定制产品，也有人买了送给亲朋好
友。荆长艳说，“传统类的花饽饽仍然最受欢
迎，但年轻顾客更注重时尚，偏爱新花样。因
此，我们在制作时也会考虑到年轻人的审美
需求，让产品更加多样化。”

荆长艳从 2007 年开始经营久香园铁锅
大馒头工坊，至今已有近20年，她不断学习
一些现代技术，让大馒头的花样不断更新迭
代。“有时候我在视频上看到别人做的漂亮馒
头，便会尝试着去做。为了学习更多的馒头
制作技巧，我还经常外出参加培训和比赛。”
荆长艳说。

崂山面塑跟其他地方的面塑有什么
不同？

“铁锅和木材是王哥庄大馒头传统制作
工艺中必不可少的，制作时使用的必须是崂
山山泉水。”荆长艳提到，现在的面食制作虽
然有了模具和机器的辅助，但仍然保留了许
多传统的手工技艺，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
合，正是王哥庄大馒头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
所在。

作为非遗传承人，荆长艳对崂山面塑的
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认为，崂山
面塑之所以能够成为非遗，与北方的面食文
化分不开。从老一辈人记事起，过年过节能
吃顿白面馒头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手巧
的老人更是被请去为村里的重要节日制作多
彩多样的面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青岛市花灯非遗传承人 孙志芳

一盏花灯传匠心

花灯一点，年味满满。今年75岁的孙
志芳是青岛市花灯非遗传承人。

说起自己制作花灯的缘由，孙志芳说，
3 岁的时候父亲给他做了小白兔、小金鱼
的花灯，那是他第一次接触花灯，从此在心
里埋下了一颗明亮的“种子”。“那时家家户
户都用煤油灯照明，我拿着父亲给我做的
小花灯走街串巷，看到别的孩子羡慕不已，
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

27岁时，孙志芳亲手制作了第一盏花
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坚持到现在。

“性子急躁的人是做不了花灯的。退
休后，我一天中能坐七八个小时，专门研究
和制作花灯。在制作花灯的关键时刻，哪
怕是家人和我说句话都不行，要不然很可
能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孙志芳说，为了
制作花灯，自己经常忘记吃饭，有时睡到半
夜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会立刻穿衣爬起
来，继续制作。

“花灯制作的工序很繁琐。”孙志芳说，
他最引以为傲的一盏花灯是以皇家六角飞
檐建筑为灵感创作的，首先按照古建筑的
形式勾勒草图，然后等比例画出实际设计
图稿。制作时，先用铁丝焊接出花灯的整
体框架，再用打底布进行包裹，避免后期铁
丝生锈把绸布弄脏。做完这些工序后，用
绢沿着框架把花灯蒙起来，然后在绢上画
画进行装饰，在绢上作画是一门“内外兼
修”的手艺活。随后还要使用竹子等材料
支撑六角，并粘上手工剪纸。到了这一步，
花灯的雏形才算是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添
加各种装饰物，如缝排须、镶边、雕龙刻凤、
剪祥云、挂穗头……为了让画功更加进步，
孙志芳特意系统地学习了绘画。

多年来，孙志芳陆续制作了20多对花
灯，并参加了市北区举办的首届花灯制作
比赛。他还受邀参加了中国第七届工艺美
术展、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手工制作花灯技
艺，多年来，孙志芳积极参加各种花灯节和
非遗展览，并受邀到岛城的小学里普及花
灯知识，教少年儿童制作花灯。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于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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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制灯捏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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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非遗春节
即将到来 青岛非遗传
承人用剪纸、面塑、花灯
等传递新春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