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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为“纸” 烙笔生花

开栏的话：非遗工坊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是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传统手工艺，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带
动当地人群就地就业的各类经营主体和生产加工点。滨州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0项、省级52项、市级214项，其中，
省级非遗工坊4家、市级非遗工坊52家。

本报开设《滨州非遗“活起来”》专栏，聚焦非遗工坊，关注非遗如何走进现代生活、焕发时代风采，讲述非遗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故事，实现非遗文化与人间烟火双向奔赴，让非遗“活起来”。

□晚报记者 纪方方

走进市级非遗工坊滨城区
王氏葫芦王书法艺术馆，宫廷葫
芦、苹果葫芦、鸭梨葫芦、鸡蛋葫
芦等错落有致，大者高可半米，
小者三五厘米，更让人赞叹的是
每个葫芦上都烙有经典书法作
品，运笔流畅，堪称一绝，这就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氏葫芦
书法微烙技艺。

葫芦谐音“福禄”，寓意吉
祥。葫芦作为艺术品问世，始于
宋、续于元明、兴于清、盛于康雍
乾。滨州王氏葫芦书法微烙技
艺，始于康熙年间的王氏八世
祖，不仅生产鞭杆香而且学会了
用鞭杆香（插钢条）烫字相传至
今，现改进为用烙笔在葫芦上烙
字，故称“王氏葫芦书法微烙技
艺”。

“葫芦烙画很常见，不打底
稿直接在葫芦上烙字，这在国内
为数不多。”王氏葫芦书法微烙
第五代传承人王建忠告诉记者，
书法微烙是父亲王向阳20世纪
50 年代跟伯父
王 凤 岭 学 的
手艺，当时
还没有电，
就 用 鞭 杆 香
插上钢条在葫
芦上烫字，最初也就烙几个
字，比如仁义礼智信、家和
万事兴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王建忠介绍，
烙字工具多次改进，有
了电以后，开始使用电
烙铁，最早的电烙笔
比较粗糙，后来市场
上出现烙画机，父亲
又把烙画笔的笔头磨
细，才能在葫芦上把

字写小、写好。
王建忠说，如今父亲81岁，

书法微烙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
他自幼随父学书法，中学时又跟
书法老师继续学习，后来到了部
队从事宣传，主要工作还是写
字。工作后依然喜欢书法，有时
间就练字。为传承王氏葫芦书
法微烙技艺，王建忠苦练蝇头小
楷、行书，集多家之长，融会贯
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2017
年，还被推荐参加了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

书法微烙看着虽小，每一件
作品从构思到制作，少则几天，
多则数月甚至一年。“书法微烙
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程序非常繁
琐，包括选材、设计、烙制、刻章
涂红、盘磨等环节。”王建忠认
为，烙制过程最难，注意力必须
高度集中，错一个字或是漏字、
多字，葫芦就成了废品。操笔、
运笔笔尖与葫芦似接触非接触，
靠太近字就糊了，很多小字都是
凭感觉写的。

王建忠拿起葫芦介绍，小葫
芦上烙多字是一绝，在直径三四
厘米的小葫芦上烙 324 个字的

《兰亭序》难度很大；在大葫芦上
烙小字也是一绝，烙 5000 余字
的《金刚经》，每个字也就三
到四毫米。很多人意识到
了书法微烙的艺术价值，把
它作为馈赠亲
友的礼品，前几
年市场好的时
候，一个大葫芦

能卖到两万元。
“葫芦书法微烙最终体现的

还是书法水平，利用碳化原理，
通过控温技巧，葫芦上的字永不
褪色。字的颜色一深一浅，技术
含量很高，温度调高了字也会
糊。”王建忠坦言，对力量和火候
的把控显得尤为重要，现在自己
掌握火候的力度还不及父亲。

王建忠经常思考如何传承
葫芦书法微烙，“收徒弟太难了，
相对于其他手艺来讲，书法微烙
的传承门槛要高一点，首先要有
深厚的书法功底，小楷、蝇头行
书都要练得非常好，还要掌握
烙制的技艺，性格上还得坐得
住。”

灼灼笔意，非一日之功。
在王建忠看来，书法微烙技艺
首先讲究的是书法，现在自己
还处于打基础阶段，主要任务
是把字练好，达到书法精通的
境界，才能提升葫芦的收藏价
值。“宣纸是一种载体，葫芦也
是一种载体，葫芦上不能光烙
单一的字体，除了行书、楷书，
今 后 草

书、篆书、隶书和魏碑都要烙在
葫芦上。我还计划把我们父子
俩创作的葫芦作品、书法作品搞
个纪念馆或是博物馆，让更多的
人感受非遗文化的
魅力。”王建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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