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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饮食文化的衍生1

活泼欢快的十二生肖，
气势十足的狮子、麒麟，充满
吉祥色彩的龙凤呈祥……在
黄骅市羊二庄高官庄村，省
级非遗黄骅面花模子雕刻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高殿华、李
淑华夫妇，正手握刻刀，在一
块木纹通直的木料上雕刻制
作着面花模子。

他们夫妻相互配合，操
作起来十分娴熟。大约一小时
后，一个层次分明的双鱼图案
大致展现出来了。操作台上满
是刨花和木屑，伴随着墙上悬
挂的琳琅满目的作品，整个房
间飘散着木香……

面花在黄骅，不只是吃食，更寄予了一份浓浓情意，蕴
涵了黄骅人古今多少心语。

“说起面花模子，不得不先提黄骅面花。磕面花是黄骅
民间的传统节日习俗。”笑容淳朴的高殿华介绍着，“人们
把面粉发酵后，揪成剂子，按到面花模子里，印出各种图
案，其中以鱼、鸟、石榴、葫芦、桃子、苹果、元宝、莲蓬等图
案居多。这种样式精美的面花蒸熟之后，不易变形。因为样
子好看，人们吃起来感觉更香甜可口了。”

据《黄骅市志》记载：“明永乐二年，穷苦贫民自山西洪
洞迁徙至此，在渤海之滨扎根繁衍。由于本地土质盐碱，粮
食产量很低，人们食不果腹、朝不保夕，面粉尤显珍贵。逢
年过节，人们祭拜神灵祖先，拿不出像样的供品，便用平日
舍不得吃的面粉，蒸制成鸡、鱼、麦垛、刺猬、仓官等形状的
面食，作为供品敬奉神灵祖先，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幸福吉
祥。”

“黄骅的婚俗更离不开面花。青年男女但凡定了亲，每
到过年、中秋或端午，男方总要带上应景的面花去拜会女
方家长。来来往往中，两家人借着面花也熟悉起来，并把尊
重与欢喜也相互传递着。逢年过节或有儿娶女嫁的，妇女
们就聚在一起用花模磕面花。老话都说，‘正月十五蒸麦
垛、蒸刺猬、蒸仓官，八月十五蒸兔爷，姑娘出嫁蒸枣糕，老
人庆寿蒸寿桃……’”说起面花，李淑华兴致勃勃。

面花的主要原料为当地旱麦面粉，而面花模子，便是
人们磕制面花的工具。

面花模子的花样很多，内容大都取材于农村生活,以寓
意吉祥的植物、动物为主，表达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憧
憬。

多年来，面花模子雕刻手艺人精心设计，使木板生花，
雕刻出专门制作面花的模子，供人们使用。面花模子的使
用，丰富了面花的艺术内涵，大大提高了面花的观赏性。

近两个世纪的传承2
黄骅面花模子雕刻技艺是当

地民俗文化的历史积淀。清代开
始，面花模子雕刻就以精湛的技
艺、精美的图纹、印面易脱的优点
名扬京津冀鲁一代。传承至今，雕
刻技艺已有近200年。

“面花模子雕刻技艺的起源，
在我们村要追溯到清代了。”高殿
华说，“第一代传人高东洋，八九岁
时就跟着他的父亲学木匠。我们这
盛行做面花，他又研究面花模子，
将花、鸟、鱼等动植物凹刻在木板
上，供乡民制作面花用。在以后的
100多年里，我们这些后人就继承
和发展了面花模子的雕刻工艺。”

到高殿华、李淑华夫妇这，黄
骅面花模子雕刻技艺已传到第四
代了。

今年59岁的高殿华，13岁那年
开始和木匠出身的伯父学习面花
模子的雕刻技艺。15 岁初中毕业
后，他开始在村里的木器加工厂尝
试在家具上雕刻花纹、图案。

后来，高殿华痴迷于面花模子

雕刻。经过潜心研究，他将制作工
具由祖传的小斜刀和小圆铲逐步
发展到现在的各种雕刻工具，有斜
刀、圆铲、锯、斧子、锤子等 10大类
30余种。他的作品雕刻清晰，造型
美观，形意结合，惟妙惟肖。

“开始雕刻时，我先在模子木
坯上勾画图案，再运用平头刀、圆
头铲等刻刀做阴刻。”高殿华说。

一件作品的完成，要运用到直
刻、斜刻、平抢、转刻等多种雕刻刀
法，经过选料、刨板、画外壳、凿形
状、截板、修壳、挖膛、刻花、净板等
近10道工序。

李淑华是 1988年开始跟丈夫
高殿华学习面花模子雕刻技艺的。
她重点学习花样设计。多年来，她
自创雕刻花样100多种。如今，很多
艺人所用雕刻花样均出自她手。

每刻完一个模子，高殿华都会
再复制一个做纪念。在他的家里，
最近这十几年的模子占满了一整
面墙。这上千种图案，大都是取祈
福、纳祥之意。

家乡的文化符号3
对于很多人来说，传统面花模

子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食物，从某种
意义上说，它更是家乡味道的痕迹，
也是家乡的文化符号。

高殿华说，面花模子能够传承
200年，靠的就是不减功、不减料。
从立意到选料，从刻刀到技法都十
分考究。

“过去，人们多选用枣木、桦木、
梨木等做模子原料，现在主要选用
优质的东北柳椴木。柳椴木木质细
腻、柔韧度好且无毒无味，雕刻出的
作品纹理清晰、牢固，不易脱落，更
适合面花的加工制作。”高殿华说。

近年来，夫妻俩在自家开了一
个小型面花模子雕刻作坊，名曰“双
印坊”。

2013年，中央电视台《沿海行》
节目对黄骅面花做了报道，高殿华
的面花模子雕刻技艺开始为外界所
知。起初，只是黄骅的几家面花食
品厂和周边县市的买家订购，随后
高殿华的业务迅速向外辐射。

虽然这门手艺可以糊口，但受
手工限制，产量有限，不会让人发
大财。多年来，高殿华也曾免费招收
过徒弟，可都没坚持下来。令他们夫
妻欣慰的是，儿子、女儿都非常喜爱
设计和雕刻面花模子这门手艺。

从 2014年开始，高殿华夫妇走
进黄骅市高官庄中心校和羊二庄中
心校，义务传授面花模子雕刻技艺。
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还编写
了校本教材《黄骅面花模子雕刻技
艺》。

出自高殿华夫妇之手的面花
模子，集艺术鉴赏性与功能实用性
于一身，可谓雅俗共赏。他们刻制
的面花模子，也逐渐打开了传统手
工艺制品的市场。

如今，古老又有着岁月痕迹的
面花模子雕刻手艺，不仅在我市受
欢迎，还被很多省市采购回去，用作
糕点制作或者工艺品，并远销海内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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