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0232023年年 88月月 1111日日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1890540511018905405110责任编辑 王艳华 校对 常鲁燕 组版 闫丽华 文 化

菏泽档案
—历史与文化

主办：菏泽日报社
菏泽市档案馆

征集：18615298807
hzsdaj@126.com

日前，在牡丹区黄堽镇匠工木雕

文化产业园非物质遗产菏泽木雕车

间，一段朽木在工人的精雕细琢下绽

放成一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花”。近年

来，牡丹区大力发展木雕产业，通过以

老带新、培训传承等方式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让木雕文化散发出时代魅力。

记者 李若生 摄

红脸绿袍的关羽、栩栩如生的莲藕、瑰丽多姿
的牡丹花……8月 9日，记者走进位于牡丹区小留
镇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曹州面人第五代传承人李效
普的工作室看到，各类制作精巧、形象逼真的面塑
作品摆满玻璃展上柜。只见，今年 42岁的李效普
手拿小竹刀在面团上灵巧地点、切、刻、划，五颜六
色的面团在他手里反复捏搓，不一会儿形态各异
的面塑作品就出现在手中。

“捏面人”，是一种以面粉、糯米粉、蜂蜜等为
主要原料，再通过手艺人创作，从而形成各种人
物形象的传统民俗艺术。至今已延续 2000 多
年。

“我对面塑的喜欢是从小开始的，因为热爱，
坚持到了现在。”李效普说。在李效普的印象里，
他的爷爷在他儿时总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很多
不同的人物逗他开心，那时的他觉得将一个平淡
无奇的面团揉捏成活灵活现的人物、动物、花鸟
等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长大后，李效普师从

“面人李”李金城，开始系统学习“曹州面人”制作
技艺。

2002年，李效普带着捏面人这项手艺来到北
京，跟随“面人汤”第二代传人汤夙国学习汤派面
塑。“汤派面人的特点是由‘签举式’改为‘托板式’，
进而创出核桃面塑、浮雕面塑、悬塑面人等多种
形式。”李效普介绍，“面人汤”的独门绝活是能在
半个核桃壳子内雕刻出 20多个面人，人物神态
生动逼真，惟妙惟肖。在工作室，李效普向记者
展示了核桃面塑作品《群星祝寿》，直径 3.5厘米
的核桃壳子里，有 20个大小约 5毫米的小面人，
精细所致，堪称艺术精品。

为了进一步提升面塑技艺，2010年，李效普
又辗转来到广州学习萧派面塑。通过学习，他发
现萧派面塑擅长人物塑像，三国的关公、水浒 108
好汉、钟馗、达摩、佛教人物等是萧派面塑的“拿手
戏”，人物作品传神到位、体型高大，仿佛让这些传
奇的人物又活了起来。

数十年来，李效普博采众长，用一双巧手塑造
面人百态，走南闯北传播非遗文化。“对于面塑，我
认为不仅要专注技法传承，更要不断尝试创新作
品，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思考、表达自己的情感。”李
效普表示，现在他经常参加非遗进校园、非遗文创
展示等活动，希望通过不断努力，让更多人了解面
塑，喜欢面塑，让面塑焕发别样光彩。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我也像很多朋友一样未见其人先见其书，在菏泽的楼
堂馆所乃至街头巷尾，会时常看到题写的牌匾，书风潇洒，大
气磅礴，犹如一个憨厚坦诚的鲁西南大汉淋漓尽致地向人们
展示出自己的情怀。我是因此才知道葛焱这个名字的。

有次我从北京回故乡办事，事情办得很不顺利，不得
已小住几日。在中国银行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经朋
友介绍我认识了葛焱。他个子不高，但很精神，眉宇之间
充满了睿智。他正在写字，挥动大笔，风卷残云般地在宣
纸上闪展腾挪，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随之而出，很快就
铺满了房间的地板，赢得了阵阵喝彩。再看他的书法，真
的是风樯阵马，不拘一格，点划之间自有一种时代的豪情
和能量。通过聊天，我们竟然还是师兄弟。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安徽砀山属于湖
西革命老区，老父亲葛振民先生师范毕业后就参加了革
命工作。“文革”期间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他始终不改初
心，忠诚于党，忠诚于事业，更忠诚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
知。葛振民先生曾任山东《牡丹文学》杂志社编辑，我还
是一位小作者的时候就认识葛老师，对我幼稚的作品他
总是不厌其烦地校对纠正。他的认真与敬业，让我终生
难忘。葛焱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
景下得以启蒙的。父亲教育他要想当一位书法家，必须
首先做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第一个毛笔字也正是在父亲
的严格指导下从“人”开始的，他还深深地记得他用的是
一支早已磨秃的大笔，饱蘸浓墨，写下了一个厚重的“人”
字。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精神的启蒙一直鼓励着他，成
为他前进的动力和指南。

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他
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惬意的生活环境和自己钟爱的书法
碑帖，参军入伍投入到抗击越南的战斗前沿。我们在欣
赏他的书法作品时，往往被他的气势所打动，他的书法
艺术绝对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坊间小调，也不是那种让
人莫名其妙的现代抽象，他的书法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
军人情怀完美结合的产物。我们只知道是书法艺术成
就了他，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成书法家，他经常
开玩笑地说，他的书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农兵学
商，只要大家有所求，他都会尽力满足。在我记忆中他
似乎没有像书法家们那样举办过什么书法展，但是他把

自己的书法展办到了社会时代的屏幕上，他让菏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多了一抹亮
丽的艺术色彩，这才是他最大的成功与快乐。

葛焱的书法与时代紧密关联，少年时代学书，努力临摹传统书法，打下了很好的
书法基础。也许是性格使然，他比较喜欢魏碑的气势磅礴，尤其是摩崖碑刻，饱含着
历史的沧桑和社会的风雨雷电，每每见到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常常让他驻足凝神，
流连忘返，心摹手追。他一直认为书法是时代的最强音，要符合时代的心声。我们的
祖国历经沧桑巨变，已经是屹立于世界文化前沿阵地的东方巨人，泱泱大国的精神风
貌与书法艺术的审美境界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艺术没有沉湎于工作室的小格调，因
此，他每年都要外出考察学习，对照名碑名帖，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本来的面貌，足
迹遍及几十个省市，其中的艰辛难与外人道。画画需要写生，需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培
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同样，书法也需要“写生”，他说最美的碑帖不是在图书馆里看到
的，而是在大自然中。一块顽石，因为有了书法文字而成为一种艺术美的载体，这不
足以让人感动吗？他多年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对书法艺术进行顶礼膜拜的。正是有
了这样的敬畏之心，他才会以虔诚的情感去完成他的创作。他的书法首先感动了自
己，然后才感动了别人。

葛焱是一位闹市中的修行者，他通过书法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他的社会责任
感和担当精神使他的书法艺术风格变得天真烂漫。他把对书法的真诚贡献给社
会，单凭这一点真让那些玩弄书法技巧的书法家们感到汗颜。

我祝福他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 康征

永丰塔又称梵塔、大佛寺塔，位于巨
野县城东南隅，南临麒麟大道，西毗永丰
街，北接文庙，东为麟州大酒店。据巨野
县档案馆馆藏清道光线装本《巨野县志》
载：“城治东南，儒学前。世传唐人所造，
未合尖而止。经流贼之变，巍然独存。”塔
下碧波粼粼，水色天光，交相辉映，朝晖夕
霞，古塔倒影，即为“梵塔朝晖”，为“巨野
八景”之一。

该塔为平面等边八角四门楼阁式砖
塔。据《巨野县志》记载，明初洪水泛滥，
巨野沦湮，塔没二级。地面现存五级，通
高 30.3米，塔体各级高度自下而上逐层递
减，收分得体。底层设有塔心室，由北门
可入。室壁镶嵌 6块宋代佛教石造像，原
为大佛寺遗物，1961年维修时嵌入。室内
有石台阶可至第二层南门，再沿塔檐绕转
西门，继而逐层盘旋而上可达塔顶。扶栏
四望，全城景色尽收眼底。

永丰塔累遭无数劫难，嗣经历代多次
重修，方得以保存。但自晚清以来，战乱
频仍，国事日非，永丰塔已是千疮百孔，岌
岌可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视加
强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1961年，巨野县
人民委员会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
专款对永丰塔进行了抢救性修缮加固。
历经“文革”，又受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加
之此塔四面环水，风化严重，塔身日益倾
斜，砖酥脱落，塔顶洞塌。1990年，全县人
民又筹集资金对永丰塔进行了全面修缮，
历时半载，梵塔焕然，再现昔日风采，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3年 5月 3日，永丰塔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随着巨野县城的西拓，历经
960余年的永丰塔，巍然屹立在巨野的东
部老城，守护着麟州古城的平安祥和，百
姓的五谷丰登、安居乐业。

菏泽市档案馆 巨野县档案馆 供稿

在单县李田楼镇牛常坑村，牛德超和儿
子牛同阳以火烧泥巴制作的工艺字匾牌，通
过网络销售到海内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德
云社等都有其作品。

今年 50岁的牛德超出身木工世家，15
岁跟着爷爷牛兰银、父亲牛福珍学习木雕，
在门额、床头、盆架上雕龙琢凤，颇得赞赏。

“那个时候，我开始使用火燎的办法，延长这
些家具的使用寿命，后来老式土木家具不再
流行，这种手艺被搁浅。”牛德超说。

2008年，善于思考、勤于动手的牛德超
把书法与雕刻融为一体，与专业书画家弟弟
牛顺一起潜心探讨、研究，重拾“火枪”对木
板烧烤，发明了“火烤”书法匾牌，继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

“怎样才能把‘字’留在木板上，还要美
观大方不伤及‘字’，且永久保存？”这是牛德
超最初的想法。经过无数次实验，牛德超找
到了本地一种淤沙性强且粘度高、耐高温的
泥土，稀释后用裱花嘴袋均匀涂抹在“字”的
每一笔画的边沿，最后再完全掩盖每一笔
画，接着用火枪烧烤木板，直至将其烧焦。
这是制作匾牌最难掌握的技术，牛德超凭借
多年积累的经验，掌握好火候大小，而时长、
速度、深度、粗糙、匀称等关键环节也都有严
格的标准要求，看似在随意“破坏”，其实是
艺术的再次升华，最终达到纹理之清晰、字

体之鲜明、自然之神韵。
烧烤完毕后，抖掉烧干的泥巴，遗留的

字体一目了然，保持原有的本质，令人顿感
“炉火纯青”的艺术之美。

这时，牛德超将附在表面的烧焦木炭刷
去，用细砂布轻轻打磨字体，鼓风机吹掉木
炭、木质粉末，再用清水冲刷，一块“禅茶一
味”的匾牌呈现出特别的艺术形象，使人赏
心悦目。牛德超说，他选择的原材料并非信
手拈来，而是进口的香杉松木，其质地坚硬
而又富有柔性，干燥处理后，不易变形，且耐
腐蚀，收藏价值很高。

牛德超的火烧泥巴匾牌作品多用于家居
装饰、奖项授牌，尤其被文化场馆所青睐。

自幼耳濡目染的儿子牛同阳主要做网
上销售，接单、定价、发货，不遗余力，已经成
为父亲牛德超的得力助手。

实践出真知，功到自然成。看似游刃有
余的艺术创作，彰显的是精益求精、严谨细
致的“工匠精神”。火枪烧烤只能在封闭的
空间进行，牛德超忍受着弧光打眼和高温灼
烤的不适，大块的匾牌要烧制 1个小时，仅仅
站立就是对心理和耐力的一种考验。“每年
我要制作 2000多块匾牌，每一块都要严谨
细致地对待，每一块都是艺术的一次创新。”
牛德超说。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记者 王富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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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炼真知 泥巴含真情
——记单县火烧泥巴匾牌艺术创作者牛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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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枪烧烤火枪烧烤

清水冲洗清水冲洗

制作成功制作成功

展示新作品展示新作品

拼装拼装

李效普正在捏制花瓣李效普正在捏制花瓣

创作面塑作品创作面塑作品

竹刀刻花蕊竹刀刻花蕊

塑造面人需要用到各色面团塑造面人需要用到各色面团

曹州面塑曹州面塑———仿真藕蓬—仿真藕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