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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家”字题写者：陈爱珍 残联干部

感言：家，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地方。
编辑 程卡

由于对面塑工艺的传承和创新，今

年，朱德青被评为我市第七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面塑传承人。

多年的实践，朱德青掌握了熟练的

面塑技巧，他不断钻研创新面塑技艺，

还会根据客户要求制作人像肖像面

塑。“现在我年纪大了，手脚和眼睛都没

有以前灵活，因为做人像太费精力，所

以很少做人像。只有有人定制时，才会

帮他们做一下。”朱德青说。

在机械化大生产的变革下，和许多

传统手工艺一样，面塑艺人越来越少，

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作为我市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面塑的传承人，朱德青有一

种危机感。他说，他打算将这门技艺传

授给儿子，希望他能将这门技艺好好传

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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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凯璐

面塑传承人朱德青
指间捏出世间百态

祝你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把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发扬光大。

——朋友 陈金雄

爸爸心灵手巧，不仅会做面塑，还会修理模具机
械，一年到头很少有空闲时间，希望今后爸爸保重身
体，每天开心快乐 。

——女儿 朱佳佳

从小看着爸爸做各种各样的面塑工艺，如今这项
工艺被列为永康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我会尽我所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儿子 朱思学

你是一个肯钻研的人，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希
望你再接再厉，越做越好。

——朋友 朱明亮

各种颜色的面团在他的手中几经捏、搓、揉、掀，
顷刻之间，一个栩栩如生的小鸟便出现在眼前。近
日，记者在古山镇坑口村零距离欣赏到了我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面塑传承人朱德青的精湛手艺。

朱德青今年59岁，谈起家传的这

门面塑技艺，他说还要从他爷爷的一

个故事说起。

朱德青的爷爷是一名挑夫，经常

帮老板从我市徒步担锅到台州仙居

卖，赚点辛苦钱。有一回，他的爷爷

担着一担铁锅经过一片山林时，看到

一个人倒在路旁，一动不动。于是，

他放下担子，扶起倒在地上的那个

人，喂他喝水吃干粮，就这样将这位

陌生人救了下来。陌生人十分感激

朱德青爷爷的救命之恩，见他以挑担

为生，干活辛苦收入又少，便将面塑

的技艺传给了他的爷爷。

后来，朱德青的爷爷将面塑技艺

传给儿子。朱德青十二三岁时，他父

亲又将这门技艺又传给了他。“那时

我年轻，正在学校读书，认为自己是

文化人，不想学这种手艺活。”朱德青

笑着说，但是拗不过父亲，他还是老

老实实地学会了这门技艺。手艺学

成之后，他并没有以此为生，而是从

事了其他行业。

直到 1992 年，朱德青办企业失

败，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时，他想到

了他父亲从小教会他的面塑手艺。

于是，他拿出尘封已久的面塑工具

箱，开始做面塑赚钱以养家糊口。“做

面塑得到处跑，不能在一个地方呆太

久，大家都图个新鲜感，时间长就没

有生意了。”朱德青说，他辗转各地，

除了永康周边县市外，还到过海南、

云南、广东等地。

因为救人，获救者将面塑技艺传给他爷爷

几次改良，做出来的面塑不易开裂不会发霉

面塑俗称“捏面人”，它以面为原

料，用简单的工具捏塑成千姿百态的

形象。制作面人的过程看似简单，但

一件作品从构思到完成需要耗费不少

心思。朱德青做面人前，要提前和面，

然后醒、揉、蒸、加入颜料等数十道准

备工序。从颜色的调配到制作再到人

物形象、服装服饰搭配，每一步都相当

繁琐。

朱德青十分喜欢钻研，他发现面塑

的原料如果单纯选用面粉，做出来的面

人经不起太阳的暴晒，一晒就会开裂。

有一天，他突然想到，糯米粉很粘稠，是

不是在面粉中加入一些就可增加面人

的粘性。于是，他尝试在面粉里加入糯

米粉来，果然，即便在太阳的暴晒下，面

塑也不易开裂了。“在广东摆摊时，很多

同行到了下午就要赶紧把摊位挪到凉

阴处，只有我不用挪。”朱德青说。

后来，朱德青又想到面粉和糯米毕

竟是粮食，时间久了会腐烂。他说，经

多次试验，他又在原材料中加入了某种

元素，具体是什么，要保密，他就不细说

了。这样做出来的面塑不仅不会开裂，

放多久都不会腐烂，可以永久保存也不

会发霉。

在创作时，朱德青都会事先在脑子

里构思，然后一边揉捏一边雕刻，柔软

的面团在他灵巧的双手中，很快就变成

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列入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望儿子传承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