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图闻 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常学艺 美编：魏巍

农历七月中旬，秋意未浓，张建强
家的小院里，已经落座了天津前来的
蟋蟀玩家，短裤汗衫，准备入夜后，随
他进玉米田捉这“知秋令早”的秋虫。

宁津县出产的蟋蟀，矜鸣善斗，南
征北战，无往而不胜，威名响彻南北。
张建强所在的刘营伍乡，每年都有一
批“玩友”前来，为了捉几员“猛将”，也
为得两尊丫头亲手做的“蟋蟀罐”。

“丫头”是乳名，她叫刘秀芬，张建
强的妻子，亦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刘
记丫头”蟋蟀罐的传承人，她所做罐子
因难以模仿，也常被称为“丫头罐”。夫
妻二人手中订单，已排至来年10月，所
以非亲自上门，难得一罐。

整个刘营伍乡烧蟋蟀罐的作坊有
三十多家，远销全国各地，俨然已是北
罐的主要出处之一。丫头家并非产量
最多者，却一定是产值最大者，其中差
距便在于“手艺”———“丫头亲手制作”
便是其中最大优势。

有北京蟋蟀玩家评论“刘记丫头”
蟋蟀罐：既有中国北罐的浑厚大气，又
有中国南罐的细腻秀美。如此美名享
誉四海，使其成为蟋蟀玩家收藏和民
间馈赠的艺术珍品。

张建强生于1985年，祖上便以制
陶为生，米缸、米罐等生活器具为主，
手艺代代传承下来，传统尚存；丫头少
年时便随表姑父学习制作蟋蟀罐，他
是天津文玩界响当当的人物，蟋蟀罐
制作大师，都赞其“天分甚高”。所以，
张刘二人结婚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
了蛐蛐罐的营生。

十余年过去，二人手艺可用“精
湛”形容，丫头负责定型和压光，张建
强则依靠足够力量，进行揉泥和烧制，
唯有如此，方有“刘记丫头”蟋蟀罐的
精致。

“我家也雇有其他手工艺者，各个
环节均有参与，但旁人做的每个卖50
元，我俩的可翻4倍，却也供不用求。”
张建强的名头似乎并不如妻子响亮，
但其实他的制坯和烧制手艺，也是他
人望尘莫及的。曾有南方玩家到此买
罐，观之制坯速度和质量后惊叹，“单
这手法在我们当地便能月入近万。”

漳卫新河刘营伍乡段的泥土含胶
量在60%到80%之间，这正是制作蟋蟀
罐的最佳区间胶度，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农家向来如此。张建强说，日后有
意建厂，也会选在乡里，挖河泥，捉蟋
蟀，罐子也就做的更有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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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抛光的蛐蛐罐盖上专属印章

夫妻两人一起去沉淀池内取泥

揉泥，将胶泥完全揉匀，胶泥内不允许出现气泡

拉坯成型后晾晒

晾成半干的蛐蛐罐进行定型和压光

拉坯成型后阴干

菊花形揉泥法去除胶泥内的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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