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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龙迎春

来到工作室时，王令涛正在参照
龙年春晚吉祥物，进行创作。他向记者
介绍，想把制作完的吉祥物陶塑成品，
邮寄给春晚的节目组，送上一份新年
礼物。

王令涛从一个封装好的泡沫箱
中，拿出制作好的微缩版“五龙潭”，
每一只龙都包裹着报纸。考虑到作
品的美观和实用性，王令涛将这组
作品做成了可拆卸的版本。将五只
龙一一在底座上摆放好后，他向记者
介绍，“这样组合起来，正好组成五龙
潭整个实景。”

谈及作品构思，王令涛说，作品
的创作源于生活。济南拥有四大泉
群，之前做过趵突泉群，黑虎泉群，
也做过月牙泉、白石泉、卧牛泉。新
年恰逢龙年，于是将题材定为第三
泉群五龙潭。

王令涛说，制作这组作品花了一
周的时间。前期的准备虽然比较充分，
但过程着实有些坎坷。

“现实中立于公园当中五只龙是
向前倾斜的，昂首挺胸富有气势。但
是，在陶塑的烧制中，因为发生窑
变，倾斜的龙身被烧断。现在这个版
本，是第三版。”王令涛说，尝试多次
后，最终选定了黄河泥，并运用灌浆
的手法，前三天完成底座和龙形象
的基础制作。等待自然晾干以后，将
半成品中的五龙潭字样进行彩绘，
经过123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12到14
个小时后，制作完成。

五龙形象制作精良，惟妙惟肖，让
这组作品受到不少酒店的欢迎。“它不
仅仅是一个摆件，在底座上放上几条
金黄色的炸鱼，尾巴翘起来，也是龙的
象征。”王令涛说，目前已经有酒店向

他发出订单，有的订单希望从底
座中延伸出一个鱼池，有的

则想要五龙吐水的效果。

跨界非遗人

说起与陶塑的渊源，还要追溯到
王令涛的上与一份工作。上世纪90
年代的王令涛，成为一名酒店大厨，
负责雕花、盘式以及台面设计工作，
与南瓜、芋头、冬瓜等雕刻道具打交
道。王令涛说，虽然这些东西雕刻出
来，色彩鲜艳，极具美观性，却不易
保存。

后来，他尝试了泥塑，但泥塑具
有不易搬运、容易断裂的缺点，王令
涛觉得仍不理想。2008年，第一次从
新闻中了解到陶塑的王令涛，觉得
自己终于找到想要做的事，从此便
一发不可收拾。

2015年，王令涛辞去酒店大厨的
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陶塑中。因
为是门外汉，王令涛时常受阻。“说没
有心理落差是不可能的，原来的工作
有一份可观的收入，后来一分钱不挣，
还得拿出钱去学习，一直吃老本，心理
落差很大。”

“既然决定走这条路，那就要坚持
下去。”王令涛翻阅大量的资料与文
献，请教了同行师兄，还去了广东石湾
和中央美术学院，进行专业系统的学
习。

学有所成的王令涛，深入挖掘山
东儒家文化，济南地域文化和泉文化，
制作多组作品。在他看来，济南特别适
合制作陶塑。“我们紧挨着黄河，优质

的水土让泥塑和陶塑的制作拥有了先
天条件。”

作品具有儒风泉韵

在众多作品中，王令涛最得意
的是孔门七十二贤，他将“一山一
水一圣人”融入陶塑作品中。“每
个 人 物 都 要 去 搜 集 造 型 和 资 料 ，
制 作 过 程 中 ，很 多 烧 坏 的 、烧 裂
的、烧炸的，每个人物都是无限循
环创作。”

历时三年，2012年这组作品终于
完成，被山东省图书馆的尼山书院
收藏。后来的5年，王令涛创作了各
种版本的孔门七十二贤，均被各大展
馆收藏。

“这个杯子叫碧筒饮，运用了文
物复活的原理，将我们济南特有的
习俗呈现出来。”王令涛指着一只形
似荷叶的杯子向记者介绍。三年前
就开始打造的碧筒饮吸杯，在以荷
叶、荷茎为造型的基础上，融入了金
蟾、锦鲤、螃蟹等元素，每只杯子各
不相同，最新款的还增加了并蒂莲
的造型。

看似小巧的杯子，却富有大道理。
王令涛说，“这只杯子倒水只能倒入八
分满，小满为盈，大满为亏，告诫我们

‘满招损，谦受益’。”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沉迷于陶塑

的王令涛也有了新目标——— 创作微缩
版的“珍珠泉”。

黄河泥捏出微缩版“五龙潭”
大厨跨界成非遗传承人，挖掘济南泉文化创作“祥龙迎春”

记者 袁野 冯沛然

春节临近，寓意着吉祥
如意的中国结成了热销产
品。在华东地区最大的中国
结生产基地山东郯城县红
花镇，中国结进入生产、销
售旺季。含有龙元素的中国
结在各大电商平台以及批
发市场都成了紧俏货。

车一开进红花镇就可
以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大街
小巷充斥着中国结元素。说
起红花镇的中国结，就不得
不提大院子北村的王廷省，
他从事中国结经营已有二
十多年了。大院子北村一直
有编中国结的习俗，但产品
比较单一。20世纪90年代，王
廷省退伍回家，看到弟弟在
家编制的中国结较以往有
很大改变，做出的样品色泽
鲜亮并且造型独特，王廷省
就拿着样品去北京、沈阳几
个大城市的批发市场进行
调研。王廷省带去的样品深
受消费者喜爱，于是王廷省
和弟弟妹妹决定批量生产
中国结。开始的时候也就是
一个家庭作坊，经过20多年
的努力，王廷省的轩然工艺
品厂成了当地的龙头企业。

从2023年10月开始，厂
里每天都在发货，所有产品
的销量都很好，每天走量有
20万单。王廷省介绍，在众
多产品当中，有龙元素的中
国结销量最好。

电商经理王梦弟介绍，厂里的直播是从
2023年10月开始的，每天要直播两场。直播间
每天能卖出上万单，含有龙元素的中国结占
其中的三分之一，“龙王三连串”是直播间里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了。

今年34岁的吴成军从四川老家到红花镇从
事中国结设计工作已经三年了，每年他要设计
几款有关生肖的中国结。含有龙元素中国结的
设计工作从2023年年初就开始了，当时他们看
了大量资料，参考了神话故事里的龙形象。“因
为神话里的龙比较威猛，看上去都很凶悍，所以
我们对其进行了卡通化。”吴成军介绍，今年最
畅销的款式是“龙王款”，“如果龙王张大嘴的
话，就会显得很凶，于是我们就让它口含如意，
这样就有了吉祥如意的寓意，增添了中国年喜
庆、安康的韵味在里面。龙头有火炬，眉间有宝
石，象征着富贵，希望来年有财运。”

红花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郑庆永介
绍，每年中秋节前后，就是红花镇中国结产业
的兴旺时期。“今年的销售格外火爆，镇里好
多厂家的产品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出
现这种情况和龙年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龙被
认为是祥瑞，家里能挂上含有龙元素的中国
结，更能增加过年的喜庆气氛。

红花镇素有“中国结艺之乡”的美誉，现已
形成中国结编织专业村70个，中国结生产企业
近百家，中国结电商240余家，辐射带动3万余人
从事中国结生产，年产值达18亿元。初步打造了

“中国结”生产特色小镇品牌。
依托临沂、义乌两大市场，红花镇中国结产

品远销美国、韩国、东南亚等地，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2024年是龙年，我们将通过红花中
国结，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新年，感受中国文
化。”郑庆永也希望全球各地的华人即使
身在异乡也能通过中国结感受祖国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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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令涛制作的春晚吉祥物。

龙年将至，
济南陶塑非遗
传承人王令涛
以 陶 塑 的 形
式 ，用 黄 河 泥
制作了微缩作
品“ 祥 龙 迎
春”，以20：1的
比例呈现五龙
潭的微缩景观。
从事陶塑工作
已20多年的王
令涛，早前是一
位 酒 店 大 厨 。
2015年，痴迷于
陶塑的他辞去
酒店工作，投入
创作中。

王令涛创作微

缩版“五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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