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9 日 上
午，第什里村的90
后姑娘赵艳芳一
边忙着在电话里
沟通风筝订单情
况，一边招呼着来
村里体验风筝制
作的二三十名小
学生和家长。

这天，是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安次区庆祝活
动暨廊坊第什里
金秋风筝节开幕
的日子，也是第什
里第5次举办风筝
节。让游客感受
传统风筝的魅力
和手工制作的乐
趣，是赵艳芳的主
要任务。

生 产 风 筝 是
赵艳芳家人的主
业，她是在大大小
小的风筝中长大
的。大学毕业后，
赵艳芳留在外地
工作，但心中一直
有一根“风筝线”
系在家乡。2017
年，她决定回乡发
展，希望家乡的风
筝能够搭上互联
网这根“线”，飞到
更多人心中。

几年下来，她
开 办 了“ 风 筝 小
院”，通过自媒体
宣传等，吸引人们
到小院里体验风
筝的扎制、涂绘、
裱糊、组装。心灵
手巧的她，还自制
了摆件、发卡、胸
针等数十种以风
筝为主题的手工艺品，不断发掘风筝
文化的价值。

最近，赵艳芳又组织开展了半开
放式的线下风筝主题雅集，希望让更
多年轻人接触到传统风筝技艺。原
本以为参加者寥寥，没想到消息发布
没几天，报名人数就超过了名额
限制。

与赵艳芳相似，第什里风筝第五
代传承人赵艳强同样思考着如何走
出传承新路径的问题。

赵艳强今年44岁，18岁那年，在
叔叔赵宗信身边学习制作风筝，见证
了第什里风筝的蓬勃发展。在他看
来，制作风筝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耐
心活。

19岁那年秋天，赵艳强花4天时
间，第一次做出一只漂亮的老鹰风
筝。当他兴奋地拿着这只活灵活现
的风筝到室外放飞时，风筝却一头栽
到地上。

原来在制作风筝时，他没有考虑
到风筝前后重量的均衡，“头重脚轻”
的风筝难以飞翔。此后，赵艳强沉下
心回到工作间的凳子上，一把纸刀、
一瓶糨糊、一盏酒精灯、几支毛笔、几
瓶颜料，往往一坐就是12个小时。

近几年，他走南闯北，到学校讲
课、出外访学、参加展览，不断扩大第
什里风筝的影响力。闲暇时间，他回
到工作间，结合市场需求开发新的风
筝样式。

前段时间，赵艳强参加了一次直
播带货活动。观众们对第什里风筝
的热情令他倍感欣喜。他在直播间
告诉大家，做风筝需要缘分，也需要
定力，只要有人肯学、爱学，一定会倾
囊相授。

秋季同样是放风筝的季节。然
而风筝节当天，天公不作美，微小的
风力难以将几只大型风筝送入天际，
不少参加表演的风筝队队员坐在阴
凉处“等风来”。

同样时刻，一只“无线风筝”却一
直在空中盘旋。

这只“无线风筝”的主人，是跟随
风筝队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表演的
王福生老人。他说，自己之前喜欢航
模，前几年接触了传统风筝后，突发
奇想用老鹰风筝和航模零件组装了
这只“遥控大鹰”。现在，他有风时放
风筝，无风时放“遥控大鹰”，不管什
么情况，风筝都能飞。

“嗡嗡”的马达声中，这只新式风
筝借助螺旋桨在空中不断变换着姿
态，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跟紧时
代步伐，探索新的风源，非遗风筝的
起飞也可不必“等风来”。

文/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2020年10月22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白云 视觉编辑：喻萍10 钩沉

■
相
关

非
遗
传
承
不
必
﹃
等
风
来
﹄

■阅读提示

风筝，又称纸鸢，相传最早源于木鸢。
将纸鸢称作风筝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明代陈沂在《询

刍录·风筝》中记述：“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戏。
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如鸣筝，故名风筝。”

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风筝由多用于军事探测、联络、越
险等，逐步走入民间，成为娱乐玩具。到明清时期，风筝发展
走向鼎盛，逐渐形成潍坊、北京、天津和南通四大区域流派。

其中，京津民间扎糊风筝的技艺，在两地地理交汇处——
廊坊市安次区调河头乡第什里村得到传承和发扬。

从清光绪年间开始，风筝产业逐渐在第什里兴盛起来。
2009年，第什里风筝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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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京城 飞入京南

提到第什里风筝，离不开清代文
学家曹雪芹。

史料记载，曹雪芹在撰著《红楼
梦》的同时，曾为残疾人撰著一部《废
艺斋集稿》，详细记载了金石、风筝、编
织、印染、烹调、园林设计等八项工艺
艺程，希望残疾人能够以此内容掌握
一技之长，全书共分八卷。

在第二卷《南鹞北鸢考工志》中，
曹雪芹总结了南北方43种风筝的扎糊
技法及图谱。经艺人们相互传递、抄
录，风筝技艺流传至今。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氏风
筝，便是由我国著名民间艺术家、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氏风筝传承人
孔祥泽，根据《南鹞北鸢考工志》记载
的风筝扎、糊、绘、放“四艺”研究制作
出的。

其中，曹氏风筝的代表性风筝样
式比翼燕的扎糊诀——比翼双头燕，
扎法格调变；头高一做基，八一乃其
范……，如今在第什里风筝的制作过
程中仍然使用。肥燕、瘦燕等其他风
筝样式的画诀、扎糊诀也是如此。

可见，第什里风筝与曹氏风筝一
脉相承。

曹氏风筝属于北京风筝的一种。
清代，皇室贵族把放风筝作为一种宫
廷的娱乐，还称作“放晦气”。当时，常
年有在宫内从事风筝制作的工匠，同
时皇宫内务府造办处还把各地著名的
风筝手工艺人召进皇城专门制作风
筝。这些风筝除了实用的功能外，往
往还要配上精细复杂的装饰，以示帝
王的高贵和奢侈。

雍正时期入宫任事的潘荣陛，曾
编撰《帝京岁时纪胜》一书记述北京
风土。书中记载，每逢三月清明时
节，“倾城男女，纷出四郊……各携纸
鸢 线 轴 ，祭 扫 毕 ，即 于 坟 前 施 放 教
胜。京制纸鸢极尽工巧，有价值数金
者……”可见，放风筝不仅是上层阶
级的消遣方式，也是普罗大众重要的
娱乐活动。

同样，在《南鹞北鸢考工志》自
序中，曹雪芹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叫于景廉的朋友，“从征伤
足”，穷困潦倒，年关时节向曹雪芹
借贷。夜晚聊天时，于景廉无意间向
曹雪芹提及，某公子买一只风筝，

“一掷数十金”，于是曹雪芹便扎糊了
几只风筝送给友人去卖。没想到除夕
那天，于景廉“冒雪而来，鸭酒鲜
蔬，满载驴背”，原来那些风筝已经
高价售出。

寒冬腊月便有购买风筝的需求，
可见当时在北京区域内，风筝已经成
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宫
廷到民间，大家对风筝品质的极致需
求，也无形中助推了风筝制作技艺的
精进和制作规模的扩大。

第什里风筝起源于何时，已不
可考。

据老人讲，清光绪年间，村里有个
叫刘会的糊裱匠，精通风筝制作技
艺。开始时只是自娱自乐，后来村里
的几位爱好者追随刘会一起学习风筝
制作，由于手工艺人和风筝产品数量
不断增加，扎糊的风筝也逐渐转向市
场贩卖。制作精致的风筝在当地渐渐
有了名声，风筝产业逐渐在第什里兴
盛起来。

师承京津 技法考究

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与发展，往
往 与 当 地 的 文 化 底 蕴 有 着 密 切 的
关系。

廊坊明清时期属直隶，由京师管
辖。第什里地处京津之间，从地理位
置上，决定了第什里风筝既兼具京津
风筝之长，又融入浓厚的本土气息。

北方人喜欢燕子，称它为喜鸟。
北京风筝的造型以沙燕居多，第什里
风筝也是如此。沙燕又称扎燕、沙雁
等，属于硬翅风筝。根据骨架结构、造
型等方面的差异，拟人化的“燕子家
族”又分为肥燕（喻男）、瘦燕（喻女）、
比翼燕（喻夫妻）、雏燕（喻幼儿）、小燕

（喻少年）等。
此种风筝外形呈“大”字，头部平

圆，尾似剪刀，翅膀由上下两根竹条在
端部弯曲形成特殊的“膀兜”形状，这
使它在拟形的同时，风小也可起飞，风
大平稳飞行，飞行性能优于其他类型
的风筝。

扎、糊、绘、放，是中国传统风筝的
“四艺”。在沙燕风筝上，尤为考究。

《南鹞北鸢考工志》中记载，风筝
骨架扎制总则为“轻巧玲珑论骨架，条
厚竹密最为嫌，中正平直以为本，汗不
去透形必还”。竹条的选材、烤制，是
制作风筝骨架的核心。

赵艳强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什
里风筝的第五代传承人。在他看来，
学扎风筝骨架最费功夫。

在选材上，江西的竹子硬，比较适
合。挑选时，需要 3年以上的竹子，竹
节要长，竹子外皮绿里泛红或黄，里子
越白越好。同时，竹片的弯曲需要用
火烤制出来，一般用煤炉和酒精灯。

“劈、烤竹子，得拿捏着火候和时
间，一点一点进行，就像和面蒸馒头，
心急不得。”赵艳强说，“学好画风筝
面、糊风筝，才能开始学扎架子。‘穿
透’这张薄薄的风筝面，我用了7年。”

按照“燕子家族”的不同年龄段，
风筝骨架的比例、结构各不相同。以
翅宽和头高作比，代表成熟男人的肥
燕比例为 7∶1，代表成熟女人的瘦燕
为 9∶1，代表夫妻的比翼燕为 8∶1，代
表幼儿的雏燕为 5∶1，代表少年的小
燕为 6∶1。

遵循扎糊口诀，骨架中各竹条的
排列契合刚柔平衡之法。以肥燕为
例，扎糊诀中注明“上条健直下条纤，
上大下小利泄风”，意指上条刚直，下
条 柔 软 ，相 互 合 成 ，风 筝 才 可 迎 风
而上。

沙燕风筝上多绘制中国传统的吉
祥图案，以谐音表示多福、长寿、喜庆、
富贵、吉祥等。这些图案用朱红、鹅
黄、石绿、湖蓝、茄紫等鲜活的色彩填
充，除了形象美、形式美之外，同样蕴
含着寓意美。

六朵牡丹娇艳绽放，八只蝴蝶寻
芳而至，中央一只家猫抬起前爪，目

视蝴蝶，猫、蝶意指“耄耋”，牡丹
寓意富贵，这只名为“耄耋富贵”的
肥燕风筝由老人放飞再合适不过；风
筝中央，一只栩栩如生的青蛙伏在荷
叶上，四周五片荷叶，同样伏着五只
较小的青蛙，青蛙俗称蛤蟆，六只蛤
蟆 六 片 荷 叶 寓 意 佛 教 中 的 “ 六 和
合”，将“六合燕”小燕风筝赠与少
年，有教导他们在玩耍中，完善人
格、学业圆满的寓意……

根据画诀，不同类型沙燕风筝
“眉眼”的绘制手法也大不相同。肥
燕要“红润眉心花绽蕊，二目凝神须
下视”，瘦燕应注意“一段风流两眉
梢，眸外花颜红润玉”，小燕要“眉
清目秀意顽皮”，比翼燕则要四目
相对。

同属北京风筝，无风也能飞的盘
鹰风筝也是第什里风筝的精品。

清沈太俟在《春明采风志》中描
写盘鹰风筝，“一根提线，翱翔空
中，遥睹之，逼真也”，便概括了其
两大特点：提线而飞，远看逼真。

盘鹰风筝是一种象形风筝。与普
通风筝不同，盘鹰风筝的头部是仿照
鹰、鹞等猛禽头部形象立体制成，呈
流线型，双眼有神，筝面绘有羽毛纹
理 ， 尾 部 呈 扇 面 打 开 ， 造 型 活 灵
活现。

盘鹰风筝最能体现风筝“四艺”
中的“放”。通过掌握叉子轮，双臂
左右摆动同时快速收放风筝线，盘鹰
风筝可在微风甚至无风时滑翔、盘
旋，在空中做出蜻蜓点水、八字攀
升、老鹰寻兔等动作。赵艳强介绍，
要想放好盘鹰风筝，同时体现出它的
动态美，至少需要练习一年以上。

此外，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天津的软翅风筝在第什里同样得
到传承。

软翅风筝是天津风筝的代表。与
硬翅风筝不同，软翅风筝的筝面多用
绸绢或丝绸等较为柔软的材料。造型
多为蝴蝶、仙鹤、金鱼、蜻蜓等，形象生
动，彩绘精美。放飞时，筝面微微拱
起，四边随风轻轻颤动，在空中几可

“以假乱真”。天津软翅风筝的骨架多
用榫卯结构、翎毛管等衔接，不用丝线
捆绑，风筝可拆卸再组装，有很高的艺
术价值。

博采众长 异军突起

第什里并非传统意义上我国风筝
的主产区。但是，第什里人紧守着这
项传统技艺，不断进行传承和探索，渐
渐在全国叫响了名号。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农村经济随之活跃，第什里风筝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家庭手工作坊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风筝从业者越来
越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什里村的
赵宗信、刘平、李连水进京求学哈氏
风筝等绘制画片技术。其后又至天
津，追随魏记风筝传人魏永昌和魏国
秋学习风筝骨架扎制技艺。期间，又

得到万庄、得胜口等地风筝艺人的扶
持帮助。这一时期，第什里风筝的制
作技艺得到很大的提升。

哈氏风筝又称“风筝哈”，是北
京风筝的重要流派，其风筝以骨架坚
固平整，画工精致生动而闻名。魏记
风筝又称“风筝魏”，与“泥人张”、
杨柳青年画并称天津“艺三绝”，其
风筝以造型逼真、色彩独特、可拆卸
折叠著称。

博采京津风筝之所长，第什里村
开办了多期风筝培训班传播风筝制作
技艺，逐渐探索出了多元、精细的制
作风格，第什里风筝开始占领京津
市场。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第什里
风筝产业开始向一条龙转型。

“当时全村家家户户都利用农闲
时间做风筝，仍旧供不应求。后来附
近几个村也加入了进来，有的专做风
筝骨架，有的专门绘制风筝画面，逐
渐形成了产业链条。”第什里村村委
会主任赵兴华说。

即使人工“流水化”作业，来自
京津地区的风筝收购商依然在第什里
村口排起了长队。几年时间，第什里
风筝遍布了附近地区的小商品批发市
场及工艺品店。

为适应市场需求，第什里的风筝
艺人不断探索创新，总结出从圆竹成
片、竹片拉条、揻弯定型、模具制
作、骨架组装五方面的机加工工艺，
保证了骨架的质量统一，生产效率大
幅度提高。

同时，创新改进画技。在低档风
筝画片工艺上采用了“刻版印刷法”

“丝网制版法”“挪版摞印法”等，解决
了从单片绘制到批量生产的难题。在
中档风筝画片工艺上采用了“跑版套
印法”“彩套喷绘法”，解决画片费时费
力的难题，图案颜色也可达到多彩、自
然的效果。在高档风筝纯手工绘制技
法上，总结出“临摹勾线法”“平涂渲染
法”“颜色搭配法”，实现了同一品种同
一技法同一质量。

生产工艺的进步，让第什里的风
筝产业由一村带动多村，又影响到附
近区县，年生产量突破千万个。除北
京市场外，第什里风筝同时销往上海、
南京、重庆、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地，
以及韩国、日本、越南、法国、加拿大、
美国等多个国家。部分加工户已经由
手工作坊转型工厂，年产值超百万。

此时，京南的第什里风筝彻底叫
响了名号，连山东潍坊的手工艺人，也
多次来第什里村学习交流风筝制作
技艺。

2009年，第什里风筝被列入河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平被确定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人。2015
年，首届廊坊·第什里风筝节应运而
生，两天时间吸引游客10万余人，签
订产业订单26个。

近年来，当地政府以第什里村为
中心，打造特色小镇，推动风筝产业
发展。一条“体育+旅游+文化+生态”
产业链条正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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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什里风筝节上第什里风筝节上，，天空中放飞的各种风筝天空中放飞的各种风筝。。第什里风筝小镇供图第什里风筝小镇供图

雏 燕 风 筝
“出水芙蓉”。

赵艳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