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面”精彩

文/片 高松 李其峰 临沂报道

为生计
他带着面人走南闯北

处暑已过，气温还是高居不下。
8月24日，临沂最高气温还在35℃徘
徊。上午10点，眼瞅着太阳越攀越高，
王树海带上遮阳斗笠，雷打不动地
出摊。在琅琊古城景区，王树海的沂
蒙面塑有两个“据点”。一个靠近景
区中央，门头上挂着古朴的招牌；另
一个在景区入口附近的蜿蜒小路
上，景区在这里打造了夏日市集，给
他留了一处摊位。

白色的泡沫板上插着花花绿
绿的面塑作品，奥特曼、公主、熊大
熊二、蛋仔……当下大火的动漫形
象勾着孩子们的目光。

豆大的汗珠爬满了脸庞，顺着
脖子浸透了白衫，汗水也从手心钻
出，王树海拿面人的动作更加小心。

“要是碰到面人身上，就不能卖了。”
做面塑38年，经验在奔波与汗

水中一点点攒出来。“面塑是早先
沂蒙习俗里的花馍、捏面人，用面

粉做，还可以吃。我爷爷就靠做面
人，养活了家。”传到王树海手中，
这门手艺也随着时代变迁。

现代面塑以观赏为主，考虑到保
存性，又添进了蜂蜜、甘油等辅料。夏
天易出手汗，做面塑会发黏变脏，王
树海用一个个小袋子装起面团，记下
日期与配料，试验出最适合的配比。

现下的安稳与平静，折叠着王
树海入行时的漂泊与激荡。十四五
岁时，他从兰陵县只身前往罗庄区
打工。工厂发工资的时候，当地为
数不多的商场里挤满了人。“这么
多人，卖面人应该可以吧？”他灵光
一现，靠着从爷爷那里学来的手
艺，利用休息时间便在商场里摆摊
卖面人。“那时候，一个晚上就能赚
到工厂里一个月的工资。”

打工半年后，王树海决定专职
捏面人。他背起小木箱，带着这门
手艺走南闯北。景区、商场，有人的
地方就是王树海的舞台。在不同城
市短暂停留的时光里，他的面人屡
屡带来不同的故事。有景区照相馆
老板，用照片跟他换面人；一位云
南老太太从顾客变成“徒弟”，学了
一周就熟能生巧；在上海，游客用

形式各异的硬币买面人……

为创新
他把工作室开进学校

同是家传手艺，不同于王树海
走南闯北的波折，韩红元把这门手
艺带进了校园，在临沂市技师学院
他成立了沂蒙面塑工作室。

十来平方米的工作室里，摆在
桌子中间的一组沂蒙精神题材作品
最为显眼。“这组作品花了一个多月
时间。”与常见的单个面塑作品不
同，韩红元擅长以景衬人，造型完整
饱满，更显故事感与代入感。

生在面塑匠人世家的韩红元，
是家中的第四代传承人。他自幼跟
在母亲身边学习，晚上母亲在作坊
里捏面塑，韩红元就在一旁捏泥
巴，白天再跟着母亲赶集卖面塑。
时间一晃过去十余年，面塑技艺早
已烂熟于心，一个个动物水果、神
话人物在韩红元手里栩栩如生。

面塑讲究灵动传神，韩红元下
了很大的功夫。除了外出拜师精进
技艺，韩红元在塑造作品前通常会
翻阅大量资料，熟悉人物典故。让韩
红元记忆犹新的，是13年前筹备制
作一组“金陵十二钗”人物面塑。为
了更好地展示每个角色的不同形象
和神韵，韩红元沉下心来读了整本

《红楼梦》。“那是我迄今为止制作周
期最长的一套作品，也正是这段经
历，让我明白还原一个角色，需要站
在他们的角度品读故事。”

复刻面塑的神采与气韵需要
一双灵活的巧手。“三庭五眼定位
法、立七坐五盘三半等是最常见的
技法，这里面还包含着捏、揉搓、链
珠等。”以人物面塑为例，韩红元最

先捏制人物的头部，头像出来了，再
确定整个人物躯干、四肢的比例。眉
眼的描摹最为关键，一把塑料“刀
片”蜿蜒游走，尽显人物一颦一笑。
最后，一根铁丝缠出人物的高度，制
出特定的造型，点缀上五彩水粉，一
位衣袂翩翩的飞天仕女跃然指尖。

为传承
他们各献所能

2021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沂
蒙面塑被列入第五批山东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王
树海与韩红元的人生在此刻交汇，
成为沂蒙面塑的代表性传承人。

“现在临沂还能坚持这项技艺
的不超过十个，甚至更少。”对王树
海而言，他着实不忍心看着这一家
传的手艺就此断代，最重要的是他
真心喜欢这门手艺。做面塑的时
候，王树海能感受到自己的沉浸与
忘我。“只有喜欢才会坚持。”

现代化潮流奔涌而来，手艺人
们守住了传统技艺的“根”。与旧时
代工匠师傅守着技艺不外传相反，
王树海和韩红元都希望将自己的
技艺传授给更多人。

多年走南闯北谋生活，王树海也
带着沂蒙面塑的“种子”走向全国。从
路边摆摊开始，他身后就不缺学徒的
身影。韩红元则在临沂市技师学院担
任面塑课教师，为1000多名学生教授
花卉、生肖等与烹饪相关的面塑课
程。他还选拔了12名学生组成面塑特
教班，深入学习这门非遗技艺。闲暇
时间，他自学了课程拍摄、PPT制作，
编制教材与说明手册，致力于面塑材
料包、工具教程等衍生品开发，让更
多人能够真正动手体验沂蒙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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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面塑：见人见物见生活
在生计与传承间拥抱新生

精致的小刻刀一笔一画勾勒出人物的面容，栩栩如生的表情
宛若相片一般活灵活现。在国家级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十
笏园非遗空间的面塑工坊内，潍坊孟氏面塑第五代传承人孟祥祥
正在制作一个来自美国的人物面塑作品订单。

与此同时，潍坊面塑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日文正在教授
学生们钻研打磨新的作品。5名来自山东海事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在
赵日文的鼓励下，于2024年分别创立了自己的网络小店，用来专门
销售他们自己制作的面塑。

沂蒙面塑俗称花馍、捏面
人，是以面粉、糯米粉为原料，调
制成不同色彩，以手捏制，借助
工具，采用塑、雕、画，辅以镶、
压、搓、滚、链珠等技法，塑出各
种形象的传统造型艺术，从蒸制
祈福面灯、时令花馍、祭祀用品，
逐步发展为塑造人物、花卉、动
物以及其他静态物形，这种民间
技艺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

沂蒙面塑主要分布于临沂
市郯城县、罗庄区等地。郯城县是
以面食为主的地区，捏制面塑的
习俗代代相传，保持着春节制作
面灯、花馍的习惯，作品由功能单
一的祭祀祈福发展到节日、婚俗
等各个方面。郯城县花园乡秦园
村韩氏面塑颇具代表性，其作品
题材丰富多样，色彩艳而不俗，古
拙纯朴。沂蒙面塑的制作者大多
是普通的农村百姓，面塑是他们
生活中的一部分，各式各样的面
塑表述着人们的情感，传承着中
国几千年来的文化。

潍坊面塑：“指尖技艺”创造“指尖经济”
开创大学生就业新模式，还远销海外

沂蒙面塑俗称花馍、捏面人，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山
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多彩的沂蒙面塑，饱含着手艺人对生活的憧憬，也揉
进了他们谋求生计的艰辛。巧手之下，现实与梦想交织，
让沂蒙面塑有了更多彩的未来。

一块面团，几经揉捏，在一双巧手的翻飞不停下，变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
物或人物，复刻出大千世界的多彩与生动。延续百年之久的捏面人手艺，在广袤
的齐鲁大地生生不息，济南面塑、潍坊面塑、烟台面塑、枣庄面塑、沂蒙面塑、冠
县郎庄面塑等等，现今已成为市级或者省级，甚至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本期好山东栏目，记者走近沂蒙面塑和潍坊面塑，带您领略传承人指尖上
的精湛技艺，看他们如何用面团“讲故事”。

葛延伸阅读

沂蒙面塑

潍坊面塑
潍坊面塑相传起源自清光

绪年间，当时潍坊人逢年过节馈
赠礼品时，往往会带上面制石
榴、寿桃、莲花、元宝、鲤鱼、金鱼
等，寓意吉祥。潍坊面塑主要原
料是面粉和糯米面，和面时加入
各种颜料即可制作，创作的特点
是“一印、二捏、三镶、四滚”，还
有就是“文的胸、武的肚、老人的
背脊、美女的腰”。

潍坊面塑原料的配制是
以2/3的面粉和1/3的糯米和
制而成，烫熟后再上锅蒸，为了
增加面的通润以防止干裂，还要
加上蜂蜜，最后再混以特制的颜
色揉搓，这样的面人可以保证几
十年不褪色。潍坊面塑对于人物
形象要求细致，身形情态要把握
得恰到好处，充分运用揉，捏，
揪，挑，压，搓，滚，碾，剁，拨，按，
切等技法对细节不厌其烦地勾
勒，制作一丝不苟，细致入微，武
将头盔上的花纹，人物的眼睫
毛、双眼皮、头饰发髻，无一处不
体现制作的精良。

文/片 吴昊 潍坊报道

多源自传承人家族技艺
具有浓厚地域文化

现如今的潍坊面塑非遗技
艺，大多源自各位非遗传承人的
家族技艺。据潍坊面塑第一位非
遗传承人赵日文讲述，他的面塑
技艺主要源自家中老人的传统
手法，融合了高密花饽饽的特色
与长处，经过自己多年学习逐渐
形成风格。在赵日文的非遗工坊
内，能清晰观察到他的面塑作品
具有浓厚的地域传统色彩，人物
形象与潍坊木版年画中的人物
有异曲同工之妙，色彩鲜艳大
胆，人物面容油亮精致，以传统
历史或神话人物为主。

同样身为潍坊面塑非遗传
承人的孟祥祥也表示，自己的面
塑技艺也来源于家族中的长辈。

“按照我们族谱中的记载，孟氏
祖先是在1621年迁至现如今潍
坊的峡山一带，并在地方官府从
事文职，主管过年期间的祭祀工
作。”孟祥祥介绍说，当时由于战
乱不断，百姓生活水平较为贫
苦，所以普通人家在过年时不会
直接用猪牛羊等活物祭祀，而是
选择用面制的动物造型来代替
活的牲畜，被称为“面牲”，这可
能是潍坊面塑最早的雏形。

细看潍坊其他面塑工艺大
师，有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
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王美；
有来自昌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的刘氏面塑传承人刘廷森等优
秀的民间艺术大师。他们的面塑
技艺大多来自家族或亲人之间
的教授与传承，虽各有特点，但
又大同小异，共同构成了潍坊面
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为一座拥有丰富历史文
化资源的城市，潍坊的“小手工
艺”作品似乎总能引人注目。无
论是翱翔世界之巅的风筝，还是
家喻户晓的刺绣、年画、剪纸等，
都具有色彩鲜明、生动活泼的艺
术感，带有传统文化的厚重与生
命力。这一点在潍坊面塑上也体
现得淋漓尽致，纵观潍坊的面
塑作品，在用色和造型上都
十分大胆鲜活，即便是
采用传统的“哑光”颜
料，也能在整体中
呈现一种勃勃生
机，搭配历史或
神话人物的传
奇色彩，让成
品更有一份
特 殊 的 韵
味。

“虽说面
塑的学习对基
础 没 有 太 多 要
求，但有一定的美
术功底，学起来会更加
容易。”赵日文说，面塑的
技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
算困难，更多的是在制作过程中
个人审美与创意的展示。这与绘

画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
相似性，而潍坊作为中国画都，
潍坊面塑的地域特点在此体现
得也更为直观。

走进校园后
有望被纳入教科书

除了是潍坊面塑第一位非
遗传承人，赵日文还有一个特殊
身份——— 潍坊面塑艺术培训创
始人。

2008年，几经纠结的赵日文
在家人和朋友的质疑中辞去了
原本的工作。“那时候要感谢潍
坊教育行业的几位前辈，他们的
鼓励与支持让我下定决心要做
后面的事。”赵日文说，他走进的
第一家学校是当时的潍坊幼教
特教师范学校，为幼师专业的学
生教授面塑技艺课程。那是赵日
文第一次走上讲台，也是潍坊面
塑第一次作为专业技能课走进
校园。随后，赵日文陆续走进潍
坊聋哑学校、潍坊商校、潍坊二十
里堡学校等中小学以及大中专院
校开设公益课堂，将自己的面塑
技艺无偿分享给热爱或想要从事
面塑行业的年轻人。如今，赵日文
担任山东海事职业学院邮轮游艇
学院烹饪专业负责人。潍坊的面
塑非遗传承人们也逐渐走进更多
学校，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喜爱上
了潍坊的面塑文化。

赵日文说，他鼓励班上的学
生开网店，尝试把自己的面塑作
品挂到网络上售卖，已经有不少
学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也有许
多已经毕业的学生从事了与面
塑相关的行业，“现在学生们的
作品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他们不
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而是开创
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赵日文说，
他有学生通过面塑技艺做“二次
元”玩偶，并因此获得了相当可
观的收入，也有学生通过创新做
面塑小摆件、小挂饰等，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用面塑实现了创业
就业。

2022年，潍坊第一家中式翻
糖工作室成立，赵日文和自己的
学生共同创办了这家工作室，所
谓“中式翻糖”就是结合潍坊面
塑技艺与西方翻糖制作手法的
创新型产物，是潍坊面塑顺应时
代发展、融合时代脉络的又一次
创新。

赵日文认为，潍坊面塑现如
今还在发展初期，想要长久流传
缺少“文字记载”。2024年，赵日
文开始了让潍坊面塑进教材的

“征程”，他跟众多热爱潍坊面塑
的专业工作者们一起编纂教科
书。对此，赵日文表示干劲满满，
他说潍坊的面塑非遗传承人都
是一条心，大家共同在做着一件
事，那就是让潍坊面塑更好地流
传下去。

远销海外
逐渐形成特色产业链条

2023年，通过与国内一家外
贸公司的合作，潍坊孟氏面塑第
五代传承人孟祥祥接到了自己
的第一笔海外订单，一套来自美
国客户订制的面塑人物。自那之
后，孟祥祥就开始了自己的海外

“接单”生活。“基本上是个人订
制比较多，一年里有旺季也有淡
季。”孟祥祥说，一般是客户发来
想订制的人像照片，然后他按照
照片用面塑进行二次创作。

人物面塑对于五官和形体

的要求都特别高，长时间的海外
“接单”让孟祥祥的面塑作品逐
渐生出了浓厚的个人特色，在传
统潍坊面塑的基础上，根据西方
人的审美习惯融入了许多现代
元素。这让孟祥祥的面塑作品变
得更为生动、立体，也奠定了其
在海外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

这一年的时间，孟祥祥主要
的海外客户聚集在美国和加拿
大等地，在迎合国际市场不断创
新面塑作品的同时，孟祥祥也没
有忘记自己身为非遗传承人的

“责任与使命”。开班教学、参会
宣传，这些都在逐渐成为孟祥祥
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非遗工坊
里，经常会有路过的行人或者接
孩子放学的家长进来跟他交流；
在参加各种展会的现场，也经常
有好奇的孩童问他做面塑的技
巧。面对他们，孟祥祥总是热情
又坦诚，在他眼中这都是潍坊面
塑传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只有让更多人了解、喜欢面塑，
才能让潍坊的面塑文化得以更
长远的传承。

潍坊面塑，虽各家各有所
长，但又因潍坊文化的羁绊而求
同存异。这也让潍坊面塑的非遗
传承人们在不断发展与交流中
进步，并逐渐在个人鲜明的特色
之外又充满连接。传统文化的保
护需要传承，需要“走出去”，走
到人民心中，走到国门之外，只
有顺应时代发展并不断积极创
新的文化才能在新世纪的“捶
打”中获得新生，让文化从历史
书转移到技能书，让文化的传播
者真正能顺应发展把文化技艺
当做自己谋生的事业，才是文化
弘扬与传播的真正意义所在。

潍坊面塑作品

孟孟祥祥祥祥正正在在制制作作美美国国客客户户订订制制的的人人物物面面塑塑。。

汗汗珠珠爬爬满满脸脸庞庞，，王王树树海海专专心心整整理理摊摊上上的的面面塑塑。。

韩红元创作的以沂蒙精神为题材的面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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