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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糖人背后的故事。

肃宁吹糖人肃宁吹糖人肃宁吹糖人：：：

蜜语甜形自流芳
本报记者 牛健存 崔儒靖 魏志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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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推着自行车的吹糖人师傅穿梭在街头巷尾。一阵响

锣声过后，孩子们纷纷赶来。在孩子们热切的目光下，吹糖人师

傅将熬制好的糖稀，口手配合，吹捏出晶莹剔透的小猴、小狗等

动物，煞是可爱。

一辆自行车、一个煤火炉、一口小铁锅、一个木架，就是过

去吹糖人师傅的全部道具。

在许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少不了这样温馨的场景。

西泊庄吹糖人延续 100 多
年，迄今已有 200多个品种。一
代代手艺人通过他们的双手，把
糖赋予了生命。

他们吹出的葡萄能带露
珠、吹出的戏曲人物形象逼真，
特别是捏糖人的绝活。他们捏出
的孙悟空、唐三藏等人物惟妙惟
肖，捏出的白天鹅、玫瑰花能达
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多年来，赵庆龙、赵朋亮等
西泊庄人始终坚守着吹糖人这
项技艺，并突破了以往“只能在
天气冷的时候吹、天气过暖不能
吹”这一瓶颈。

2015 年，手艺人们更换了
糖稀、掌握好熬糖的火候，并改
善糖人工艺，达到一年四季都能
制作糖人，使得糖人能够保存 1
年之久。

2016 年，有关部门在保定
易县太行水镇举办了首届“恋
乡·肃宁糖人文化艺术节”，进一
步加强了对西泊庄吹糖人技艺
的宣传推介力度，为肃宁县发展
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前，我们都是走街串巷
卖手艺。这些年，我们常驻各
地景区，也去赶庙会。还有一

些推介会，邀请我们去现场表演
暖场。”赵朋亮笑着说，“这几年，
附近和市里的好几所中小学都
请我去给孩子们教手工课。现在
的孩子们，好多都没见过吹糖人
的。每次去教课，他们都格外开
心。”

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是
这门技艺的传承之路也不是一
片坦途。据西泊庄村党支部书
记任树军介绍，近年来，受市场
经济影响，不少年轻人外出打
工，都不愿意学习吹糖人这项
技艺。

为了不让糖人艺术失传，西
泊庄建成了“糖人居”，展示艺人
们的技艺和作品，吸引了周边县
市游客休闲旅游，体验吹糖人的
乐趣。

西泊庄村还于 2011年底成
立了糖人艺术团。目前，团里已
有成员 80多人。西泊庄村还在
积极创办糖人艺术学校，培养更
多人才，传承糖人技艺。

“吹了多半辈子糖人，有的
人觉得我们全家很痴很傻。只有
我们手艺人心里知道，不能让这
个古老技艺，消失在我们手里。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赵朋亮说。

肃宁有个“糖人村”1
在肃宁县付家佐镇西泊

庄村，一户古朴的民房被绿
树掩映着。屋门上方悬挂着
的“糖人居”牌匾，和着徐徐
飘出的香甜气味，留住了人
们的脚步。

刚刚熬制好的一小桶饴
糖，在省级非遗吹糖人代表
性传承人赵庆龙、赵朋亮父
子的一吹一捏下，瞬间变成
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动
物。

吹糖人有着悠久的历
史，但其出现的确切时间却
无处下定论。“我们吹糖人的
手艺人把刘伯温奉为鼻祖。
这样，吹糖人可以追溯到明
朝了。”虽是普通的农民，古
稀之年的赵庆龙因几十年受
吹糖人文化的熏陶，却显得
温文尔雅。

据赵朋亮介绍，有史料
记载，明代朱元璋为了皇位
能世袭，造“功臣阁”火烧功
臣。刘伯温侥幸逃脱，被一个
挑糖担子的老人救下。从
此，刘伯温隐姓埋名，挑着
担子卖糖。过程中，他创造
性地把糖加热变软后制作
各种糖人儿，有小鸡小狗什
么的，煞是可爱，引得小孩们
争先购买。

这门手艺就一传十、十
传百，到现在有600多年了。

西泊庄村“吹糖人”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糖人村”，这里几
乎家家户户都会吹糖人。百

余年来，这个村子出现了数
十位有名的吹糖人艺人。

“我们村从清末第一代
吹糖人艺人任大印开始，传
到现在已经六代了。”赵朋亮
说，“第三代传人杨宝坤，将糖
人艺术推到了一个高峰。他将
糖人由十几种发展到一百多
种，曾被省文化厅评为‘首批
河北民间文化传承人’，多次
赴德国、美国、西班牙等参加
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说‘吹’出
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1985 年，杨宝坤应邀
到美国访问，到迪斯尼乐
园表演了 180 多场，被
美 国 人 称 为“ 糖 人
杨”。现在，他的两个
儿子杨振奇和杨振平
也多次出访日本、德
国、西班牙、美国等十
几个国家表演。

“有位叫杉森美
雪的，是日本唯一从
事糖人艺术的女士。
2000年，她拜杨宝坤为
师。”赵庆龙说。

今年51岁的赵朋亮
是西泊庄糖人吹塑艺术
第五代传人。10岁那年，
他跟着父亲、第四代传人
赵庆龙学习吹糖人。如
今，他 19岁的儿子赵伟强
和村里 10多个青年人成为
第六代传人。

在西泊庄村，赵朋亮和
杨振其、任会豹都是省级传
承人。

说是吹糖人，过去民间
艺人们吹出的“人”形其实很
少，大部分是花鸟虫鱼等造
型，因为他们的“主顾”大多
数是儿童，动物形状更惹孩
子们喜爱。

赵庆龙、赵朋亮父子虽
不善言语，但是“吹”功了得，
可谓“妙口生花”。

父子俩将糖料加热到适
温，揪下一团，揉成圆球，用
食指沾上少量淀粉压一个深
坑，收紧外口并快速拉伸，在
拉到如细管大小时，猛地折
断糖棒。

此时，糖棒犹如细
管，吹成薄皮中空的扁圆
球状，再用灵巧多变的手
法，捏出造型各异的十
二生肖、花鸟鱼虫、人物
百态等，描上恰当的颜色
更增添了糖人儿的神韵。

父子俩动作利索，技
艺娴熟，一招一式变化多
样，让人眼花缭乱。

从吹制过程可以看出，
吹糖人的魅力不仅在于作品

本身具有一定的观赏性，更
表现在吹糖人的过程和功
夫。赵朋亮说：“吹糖人的技
巧全在嘴上，气要吹得均匀，
吹出来的动物才饱满、形象、
生动。”

要想吹出好的糖人，还
要在熬糖上下功夫。“吹糖人
用的原料主要是自己熬制的
饴糖。熬制时火候的控制是
关键，过热则太稀易变形，冷
了又会太硬无法塑形。手艺
师傅们都有自己独到的配方
和熬制方法，整个过程全凭
经验来判断，所以积累的操
作经验显得十分珍贵，必须
经过苦练，手法要准确、造型
要简洁生动。”赵朋亮说。

发展至今，吹糖人技艺
已经成为西泊庄一门优秀的
传统民间艺术。手艺人们的
工具也演变成剪子、梳子、小
刀等，演绎着传统与时尚的
融合，诠释着“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彰显出独特的
美学价值，成为肃宁县一道
亮丽的风景。

街头美味成艺术品2

改良技艺焕新春3

吹糖人是一门中吹糖人是一门中
国传统民间手艺国传统民间手艺。。手艺人手艺人

将麦芽糖熬成糖稀将麦芽糖熬成糖稀，，靠嘴和手靠嘴和手
的配合的配合，，吹出形态逼真的动物吹出形态逼真的动物、、
人物等人物等，，可赏可赏、、可玩可玩、、可食可食。。

20192019 年年，，肃宁吹糖人技肃宁吹糖人技
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遗产名录。。

肃宁吹糖人肃宁吹糖人

赵庆龙赵庆龙（（左左）、）、赵朋亮父子在吹糖人赵朋亮父子在吹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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