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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把面“玩”出花来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张英英痴迷面塑。在她手里，一块小小的面团能够变成惟妙惟肖的花朵、
活灵活现的人物……

先是捏、搓、揉、掀，再用工
具点、切、刻、划……张英英正在
自己的工作室里忙碌着。

完成之后，张英英把作品放
到烤箱中烤制 10分钟，让面塑
蒸发掉水分，变硬，这样面塑保
存时间更久，不发霉、不开裂、不
变形、不褪色。“制作面塑需要
烤，制作面花则需要上锅蒸。”张
英英说。

从儿时记事起开始拿着面
团玩儿，到如今免费传授面塑技
艺，再到把面“玩”出花样，张英
英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对着面团发呆

提起面，很多人会想到馒
头、面条等食品。但是，面在张英
英手里，却是艺术品的原料，它
能变成形态各异的卡通摆件。

张英英，今年 41岁，从事面
塑、糖画艺术二十余年，是沧州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面
塑”的传承人。一块小小的面团
在她的手里，就能“变化”成各式
各样的小摆件、钥匙扣、栩栩如
生的人物工艺品。

张英英的父亲是一名老面
塑匠人。从小她看着爸爸捏面
塑：花朵惟妙惟肖，小动物栩栩
如生，人物活灵活现……耳濡目
染的她从小学习并热爱上这门
技艺。

“最初这项手艺仅是我的业
余爱好。”张英英说，靠它赚钱养
家简直是痴人说梦。当时，她有
一份工作维持日常生活，面塑仅
在工作生活之余做一些，全当是
解闷了。

当时，家中客厅的一张小桌
子，就是张英英工作的地方。

围着这张小桌子，张英英经
常对着一团团面发呆。“经常一
发呆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张英
英说，她想象着在她的手下，这
团面能变换出什么样的造型，捏
出什么样的人物。

有人说她着迷了，有人说她
“痴了”，有人说她和“面”较上劲
了。只有她知道，自己是真心喜
欢这门手艺。

“我太喜欢面塑了。”张英英
说，她觉得自己要是再不干这
个，这门手艺以后更没人做了。

最终，她辞去了工作，专心
做面塑。“非常感谢家人的大力
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可
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
面塑中。”张英英说。

张英英利用节假日去全国
各地参加非遗展会，去社区教小
朋友捏面塑……作为非遗传承
人，张英英有很多去各地参加非
遗展会的机会。她每次都会带上
她的面塑作品，寻找着各种亮相
机会。

摆地摊 赶庙会

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
张英英首先面对的是想法养活
自己。

她想到了摆地摊。“华北商

厦三期门口、鼓楼广场就成了我
的常驻出摊点。”张英英说。摆地
摊虽然冬天冷、夏天热，但是她
为了生活，没有办法。“那时候摆
地摊一天能有个百八十元的收
入，起码能够家里的饭钱。”张英
英无奈地说。

摆地摊的张英英舍不得在
外面买饭吃，家人就轮流给她送
饭。

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态
度，张英英度过了最艰难的那几
年。

每到节假日，特别是春节期
间，听说哪个城市有庙会，张英
英就去庙会上摆摊。

“去庙会需要提前交摊位的
定金，每次交个几千元的定金
时，我总是很为难。”张英英说。
为了多挣点儿钱，她还学习了糖
画技艺。“这样摆地摊的时候还
能增加一部分收入。”

为了生活，张英英什么活儿
都接。无论是新店开业还是房地
产公司搞活动，都需要一些暖场
的活动增加人气。这个时候，她
就带着自己的作品到现场制作
面塑。

为此，张英英那几年越到节
假日越忙。

很多次，张英英想过放弃，
家人也劝她：这样下去也看不见
什么出路，要不找个工作继续上
班吧。

“我也不是没有动摇过，但
还是想着再拼一把。”最终，张英
英坚持了下来，她很庆幸自己没
有放弃。“人这一辈子总要坚持
着做点事。”张英英说。她就是想
着把从小喜欢的事继续做下去，
看看自己能不能靠着这门非遗
的手艺生活下去。

“虽然靠着这门手艺，我不
能大富大贵，但是我很自豪，坚
持下去就是胜利。”张英英说。

自己淋过雨，
也想为别人打伞

走进张英英的工作室，一

排排架子上摆满大大小小的面
塑：仕女裙摆层叠飘逸，仙气十
足；卡通人物神情不一，形态各

异；神话人物形神兼备，灵动活
泼……一件件面塑作品惟妙惟
肖，令人称绝。

经过几年的打拼，张英英逐
渐地接到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
订单。

随着订单的增多，她招收了
一些残疾人来她这里就业。“自
己淋过雨，我也想为别人打伞。”
张英英说。

从 2020 年开始，张英英就
免费去特教学校教那些特殊的
孩子们学习捏面塑。

“我曾在一个手工艺品展销
会上看到过残疾人制作面塑，技
艺高超很受人称赞，我觉得这项
技艺能够帮助到残疾人找工
作。”张英英说。

王越是特教学校的毕业生，
听不见声音也不会说话。毕业之
后的她，找工作并不容易。

她用手语告诉记者，适合她
的工作简直太少了。王越在学校
里认识张英英老师后，她很喜欢
在学校里跟着老师学习。期间，
张英英还把她做的手工拿去卖
钱。

王越毕业之后，正苦恼去哪
里工作的时候，张英英为她打开
了“大门”。

从此，王越就在张英英创办
的沧州市英英面塑工艺品制造
有限公司上班。

让张英英惊讶的是，王越这
些听障班的女孩子们心灵手巧，
一点就通，还特别有耐心，捏面塑
时坐在座位上两个小时都不动。

至今，已经有 4名特教学校
的毕业生来张英英这里就业。

“帮助这些残疾人就业，有
一定的收入，也算是我做些力所
能及的好事儿。”张英英说，现
在，面塑的订单越来越多，她也
能帮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能吃就好了”

有一次，张英英在社区做活
动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对她
说：你这个面塑，要是能吃就好
了。

这句话让张英英顿时有了
灵感。

其实，她的面塑作品，卖的
最好的只是一些卡通小摆件，稍
微大一点儿的工艺品摆件并不
畅销。“一年卖不出几个。因为一
个摆件几百元，所以市场很小。”
张英英说。

面花又叫花馍，它是人工用
面做成的各种样式的馒头，花式
多样。在我国古代民间的很多地
方，都流传着逢年过节时做面花
的习俗。张英英的丈夫王强从
小就看着家中长辈做面花。

夫妻俩在家中开始试验，他
们首先从选择当地优质小麦面
粉和面开始，制作出各种面花，
然后进行发酵。

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失败，她
们只得自己吃了那些面花，或者
分给亲戚吃。发面总是发不好，
他们就精确计时，在面盆前守
着，保证达到理想的效果。

现在，找他们订购寿桃等面
花的人特别多，他们夫妻俩齐上
阵，白天晚上连轴转也忙不过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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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礼品
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