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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塑，俗称面花、花糕，是中国
民间传统的手工技艺。面塑以面粉为
主料 （现在也多用黏土），面塑艺人
把原料调成不同色彩，靠着手捏和简
单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形
象。衡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桃城
面塑”的代表性传承人张梦君，就有
这样一双巧手，于一捏一揉间赋予面
团“高光时刻”。

张梦君 16 岁开始做面塑，40 多
年来，她不断把面塑这门技艺发扬光
大。2019年，“桃城面塑”入选衡水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梦君成为这
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她在生活中
寻找灵感，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创作
中，用作品讴歌时代、赞美生活，颂
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使作品也有
了思想和灵魂。

春节前夕，记者走进张梦君的
家，如同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童话
世界。她就像在变魔术一样，把不同
颜色的黏土在手里揉、搓、捏，分分

钟就赋予它们生命的灵动，哪怕只有
手指肚大小，也颇有耐人寻味的神韵
和情趣。

虎年到来之际，张梦君创作了几
十个形态各异的老虎面塑，善于动脑
筋的她把学到的绘画知识和民间老虎
枕头的形象融入到自己的面塑作品
中。在造型上，她着重突出动物的头
部，采用夸张变型的技法，使作品主
次分明，充满了美感和生气；在色彩
上，用单色塑造出形体后，再辅以鲜
艳的彩色突出形体和重点，使作品生
动新鲜、别具一格（见图③③））。

这些年，张梦君通过努力，赢得
了许多荣誉，也曾带着作品多次走出
国门，一展中国的民间文化魅力。对
于张梦君来说，能找到并一直从事自
己喜欢的事情，是无比幸运和幸福的。
40 多年，张梦君始终是一位坚定的

“守艺人”，她用双手将民间的美好尽
情表达，为衡水文化续写传奇……

刘晓菲

面塑“萌虎”迎新春

人间烟火色，最是春节时。1月
31 日是农历除夕，阜城县剪纸艺
人、河北省非遗文化传承人尤金水和
爱人王淑芳一起把虎剪，夫妻俩把一
张张或憨态可掬或威风凛凛的老虎剪
纸的作品贴在窗户和墙壁上，为非
遗添彩，为新春增趣。

当日上午 10 时许，夫妻俩将红
纸、刻刀、剪刀等物品摆放好，立刻
埋头开始创作。只见俩人摆动着灵巧
的双手，刻刀、剪刀宛如游龙，翻翻
转转间，一张张精致的剪纸作品就跃
然纸上了。“虎年剪只虎，象征着一
鼓作气、勇猛奋斗、运势浩盛，寓意
虎年富贵吉祥。”两人边说边将剪好
的作品贴在窗户上，红红的窗花一下
子就将过年的喜庆气氛烘托出来了。
除了虎元素剪纸作品外，夫妻俩当日
还制作了“五福临门”“喜上眉梢”
等传统作品（见图①②①②））。

“阜城剪纸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
代，以传统的中国绘画为基础，保持
中国画的写意、工笔等诸多形式，形
成了线条流畅、色彩单纯、形象鲜

明、构图严谨等艺术风格。2016 年,
‘阜城剪纸’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说起剪纸技艺来，剪
纸艺人、河北省非遗文化传承人尤金
水如数家珍，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他，酷爱中国剪纸艺术，其爱人
王淑芳也自幼爱好剪纸技艺。两人婚
后共同研习、交流，逐步成长，他们
创作的剪纸作品多次在全国剪纸专业
比赛中获奖。2017 年，尤金水被评
为“阜城十大杰出工匠”，2018年入
选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名单。为培养更多剪纸艺
术人才，两人于 1999 年成立阜城飞
龙剪纸社（现更名为冀艺剪纸有限公
司），通过剪纸艺术的交流、创作把
这项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下去，创作出
更多的具有时代主题、社会正能量的
题材，为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同时，他们还免费授徒，开展剪纸艺
术课几十场次，义务带动农民利用农
闲时间制作剪纸，促进就业，助力农
民创收。

朱微

非遗巧剪虎 窗花增年趣

衡水非遗里的虎年

日前，桃城区的蛋雕艺人霍广健创作了“福虎”
及“冬奥”系列蛋雕作品，庆祝虎年新春的同时也表
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蛋雕是一种集绘画与雕刻于一体的民间手工艺
术，以鸡蛋、鸵鸟蛋等为原料，运用阴刻、阳刻、浮
雕、镂空等多种技法创作而成，被列入衡水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后，蛋雕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霍广健从小喜欢绘画，本科毕业后又研修于中央
美术学院。经过多年的绘画和雕塑创作的经验积累，
开始寻找更多的创作载体。几年前，他尝试着在鸡蛋
壳上进行创作，在创作题材上充分吸纳民间文化营
养，反映人文现实和自然景观，作品种类繁多，有人
物肖像、花鸟鱼虫、京剧脸谱、风景诗文等。他说，
选择蛋雕不仅为了艺术也是为了一种情怀，为了寄托
对爷爷的思念。“小时候，爷爷总喜欢在蛋壳上写上
字或简单画几笔然后送给我，我那个时候真是爱不释
手，越看越喜欢。”

霍广健介绍，蛋雕工艺品有多种，一种是用雕刀
在表面颜色较深的蛋壳上雕刻出各种图案，另一种是
选用质地较厚的蛋壳，以浅浮雕或镂空的手法进行雕
刻，还有一种是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完成的作

品。由于禽蛋壳比较薄脆，想要完成一件作品难度很
大。

蛋雕首先要从挑蛋起步，能入选的蛋壳颜色要深
且均匀，这样才有可能表现出作品的明暗变化，呈现
立体感，而且表面没有划痕，形状成水滴状者为佳。
雕刻前，要在蛋的底部 （较圆的那端），画上小圈，
然后用刀轻刻出一个小洞，引出蛋液、去掉内膜、阴
干后才能进行创作。

一把刻刀，一枚蛋壳，蛋雕艺人通过高超的技艺
和独具匠心的精神使蛋雕成为一项精妙绝伦、令人称
奇的工艺品。近几年，霍广健把艺术和衡水的人文资
源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在这薄薄的蛋壳上，先后
创作出“庆祝建党百年红色历史”系列、“2022年冬
奥主题”系列、“虎年迎春”系列、“美丽的衡水湖”
系列等众多蛋雕作品，表达出对家乡的热爱、对艺术
的热爱和对蛋雕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见图见图④④⑤⑥⑤⑥））。

刘晓菲

方寸蛋壳“猛虎”探春

众所周知，绫罗绸缎难耐高温。
可是，偏偏有手艺人用烙铁在布上作
画，烫出五彩斑斓的世界。春节前
夕，衡水市级非遗项目、景县特色文
化名片——布雕画的传承人任雪青就
为我们现场展示了这项璀璨的传统技
艺。

“布雕画完全不用剪刀，而是运
用特制的电烙铁把布料‘雕刻’成书
画艺术品。在柔软的布料上雕刻力度
很难掌握，手法的轻重急缓都是靠长
期的实践经验。”说话间，任雪青拿
起家什，如行云流水般在布料上勾、
点、刻、熨，一只猛虎瞬间“毛发毕
现”（（见图见图⑦⑦））。

任雪青介绍，一幅精美的布雕画
艺术作品须经设计图纸、绘图、制
版、选材、烙刻、裁料、叠加、雕
色、融色、透色、套色、补色、固形
等几十道繁琐的手工工序。用料以绫

罗绸缎等面料为主，化纤为辅，色彩
多达百余种。再经过烙、烤、点、
皴、刻、勾、雕、熨等技法，才能呈
现一幅精美的作品。

在前辈们精益求精的制作工艺
上，任雪青不断大胆创新，赋予布雕
画新的艺术生命。透色、套色技法便
是她潜心钻研的结果。十多年间，任
雪青一直致力于推广非遗布雕画，她
的布雕技艺也广受好评：2015 年作
品“百子图”被泰国国家博物馆意向
永久性收藏，2018 年 4 月 30 日非遗
布雕作品《清明上河图》获河北省国
粹非遗保护中心举办的传统手工大赛
第一名。她表示，自己会以匠心精神
坚守着，在积极推广布雕艺术的同
时，通过融合创新给这门传统手艺带
来更多生机，让传统布雕画更加熠熠
生辉。

周春旺

布雕老虎“啸”春来

本版图片由张旭辉本版图片由张旭辉、、赵亚菲赵亚菲、、徐鹏璐摄徐鹏璐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