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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刘培国
2015年9月，英国杜伦大学

人类学系罗伯特·莱顿教授，以极
其敏感的嗅觉，知悉了博山再现
布头画的消息，这位擅长从人类
学角度探讨美学的人类学家立马
从英国跑到博山，要亲眼体验一
下布头画的历史文化内涵。他在
刘宝万的工作室待了4个钟头还
不想离开，拍一张照片就伸一回
大拇指，4个钟头不知伸了多少次
大拇指。

任何一个艺术行为背后一定
隐藏着某种原因，这个原因与结
果之间，形成着颠不破的逻辑关
系。果然，刘宝万家族与布有着
深厚的渊源和情感。

布的前身是丝与麻。丝与麻
的产生，在西方的起源论里，是亚
当和夏娃遮羞的需要，这个对头，
但不是全对，更本质的意义是御
寒防暑，是生存的需要，是人类文
明史上突然迈出的一大步。“昔者
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
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
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
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
布与服装的产生，瞬间把人与动
物区分出来，其重要程度不亚于
火的使用、房屋的出现。千万年
来，布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不知何年何月，博山西冶街
上开设了一个布庄，叫“协成布
庄”，自明清至民国，博山的布庄
当不在少数，但“协成布庄”占据

“珍珠玛瑙市，琥珀琉璃街”，一定
有其顾客盈门的兴隆。清咸丰五
年，西冶街有位刘廷凯，年轻时即
喜欢画画，尤其喜欢传统纹样，对
民间虎头鞋、虎头帽、青蛙头鞋、
孔雀头鞋、鲤鱼头鞋颇有研究，尤
其对官府上的补子兴趣浓厚，在
临写图案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开
始尝试用布头拼画，装裱在画轴
上，初创了博山布头画。刘廷凯
就是刘宝万的曾祖。刘宝万记事
起，“协成布庄”的东家就是她的
祖父刘翠文，到了父亲刘坤德，继
续经营布庄生意，雇着长工伙计，
家住西冶街西沟口（后迁居南寨
街李家大门），家庭相当殷实。到
了1937年底，日军进博山，买卖做
不下去了，刘坤德只好锁了“协成
布庄”门脸，干点别的营生养家糊
口。不料，布庄在一天夜里被贼
盗倒腾一空，一点布头也没剩，找
谁说理？家族富裕生活就此终
结。没办法，刘坤德便找到同行
的布庄，赊一点布匹，推上木制独
轮车，到老家庵上、后峪、五龙一
带赶集卖布，补贴家用。刘坤德
做生意实诚，别人买了布，他会扯
下一大块布头当包袱，给买主搭
上，人缘就特别好。临近解放，老
家原来有几亩土地，早就成了别
人的，家里的老宅子，吃了租赁房
子的主人的粮食，没有能力收回，
布庄更是不再是布庄，别人眼里
的地主兼资本家，倒成了响当当
的城市贫民。

刘宝万出生于1948年正月。
小时候，看见父亲卖布用的尺子
锃明瓦亮，镌刻着布庄字号；也看
见成为地方书画名人的父亲，闲
暇时经常趴在灯下，用布头贴画，

展示自己的童子功，这点燃了刘
宝万的好奇。从此对画画感了兴
趣，也剪纸，也素描，也雕刻，也画
油画。五龙是博山陶瓷生产重地
之一，工厂垃圾场有的是半截拉
块的石膏，刘宝万拾回家，刻好多
模子，用黄泥、陶泥翻印虫兽，也
翻印天安门。刘宝万在五龙庄一
个寺庙读了小学，因为能写会画，
特别讨老师喜欢，一个个荣誉先
济他，剩下才是别人的。

公私合营的时候，大家踅摸
着刘坤德有点底货，叫他入伙，要
交股金，他真拿不出，以后就在西
寨村南寨街街口卖点瓜子糖果度
日，晚上一直等到10点多博光戏
园的观众走净了才撤摊子。

刘宝万本来可以继续上学，
这时候遇上了1960年天灾人祸，
家家揭不开锅。十来岁的刘宝万
跟着成年人去西山里、莱芜、胶济
铁路沿线换粮食，能扛着走出去
的东西有几样，博山的陶瓷特别
是五龙的坛坛罐罐，还有后峪一
带出产的柏香、黄表。那里有一
条河，孝妇河支流，发源于东山，
流经兴隆观后落差忽然变大，激
流汹涌，湛清，此处可见河边高
矗、缓缓转动的水打磨，后峪的柏
香一度相当有名。

刘宝万兄弟五个，都是没长
大的孩子，够父亲操持的，好在孩
子们慢慢长大，开点荒种点地，大
饥荒的几年终于熬过来了。

1964年，博山耐火材料厂向
社会招工，刘宝万进厂成了工人，
三年的学徒生活以后基本专职搞

宣传。1980年调入工艺美术厂。
周云峙书记交待一个研制沼气灯
嘴的任务，用陶泥，一次次不行，
沉住气，慢慢做，做了很长时间，
终于觉得有点眉目，市里有关部
门陪着去省里汇报，一试，说很
好，好不高兴，去山东宾馆吃了一
顿，拨了3万块钱，抓紧量产。周
云峙书记看着刘宝万机灵，说你
跑跑外吧！就满世界跑，卖产品，
回收货款。南博山一位老乡在上
海虹桥机场任大队长，管着好大
一片艺术品市场，卖的博山砚台
最多，回回去，回回能带回货款。
1982年参加湖南长沙全国工业
物资交流大会，淄博市去了30多
人，产品琳琅满目，就是没有人
气，省里着急，市里也着急，刘宝
万说我试试弄个广告牌？淄博皮
鞋二厂厂长姚圣书说，行啊！你
弄，要啥咱提供啥！我给你当助
手。就弄了个大广告牌，所有产
品榜上有名，一一介绍，很成功。
回来以后来了新书记刘君明，周
云峙提名，让刘宝万入了党，又把
财务给了刘宝万，供应、销售、财
务全管。1986年，博山工业供销
公司调刘宝万去当科长，负责工
业展销部，为基层企业服务，都是
干部子女，一坐一大片，看报喝
茶，白吃。又搞经营，配一辆大头
车，连拉人加拉货。1991年，又
调刘宝万去博山开发区，领导走
马灯，业务开开停停。有人说，你
能写写画画，弄个广告公司吧！
名义注册资金30万，实际上没有
1分，也不了了之。55岁时提前

退休。两个儿子一个成为侦察
兵，一个参加了驻港部队，极为优
秀，退伍后志在自主创业，有声
有色。

刘宝万退休以后，时常帮帮
两个儿子，有更多的工夫从事耽
搁已久的布头画，等于把所有布
头画全拾了起来。布头画以花布
为原料，这是没有悬念的，可是从
文革开始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有十几年的时间中国民众的
服装颜色是黑、白、灰，彩色服饰
被认为是“封资修”流毒，哪里还
敢做布头画？这是新中国历史上
十分荒诞的岁月。今天的老博山
人或许还记得，就是文革结束以
后，西方五彩缤纷的时尚服饰撩
拨起国人的爱美之心，于是，在一
个早晨起来，博山人突然发现大
街上是满街的燕鱼褂子，中年妇
女、女青年、半大女孩子，全都穿
上了印着漏白热带燕鱼图案的红
色上衣，一下子买空了纺织品公
司的燕鱼布料，遂向棉纺织厂求
助，紧急赶制，一时穿不上燕鱼褂
的女性们不甘寂寞，把同样的红
底色、同样漏白图案的布料买来
做成褂子穿上，到大街上遛几圈，
只是图案由燕鱼变成了一个个
圆点。

能够重新拥有各种花色的布
料，是一种多大的奢侈啊！刘宝
万怎能不欢欣鼓舞。

最早的布头画用浆糊为粘接
剂，要配上中药以防虫蛀，后来更
换为乳胶，更加方便。主要材料
有宣纸、碎布头、窗帘下脚料，制

作工具有木板、大小剪刀、铅笔、
毛笔、镊子等等，先在宣纸上打好
草稿，选择匹配颜色、花纹的布头
剪裁，粘贴出朴实而灵动、稚拙而
高雅的人物肖像画面，是民间艺
术的一朵奇葩！

2014年4月，世界纪录协会
授予布头肖像画《童子闹春图》

“世界最长的布头画长卷”世界纪
录。《童子闹春图》总长31米、宽
0.5米，创作于2010年1月至2013
年11月，历时近4年，将博山传统
的民间春节元宵节“扮玩”活动尽
收画中，由100多种颜色的布头
粘贴而成。以十二生肖的顺序由
213个童子栩栩如生地演绎出12
个不同项目，童子闹春、恭贺新
年、博山锣鼓、二龙戏珠、吴王采
莲、抬芯撮芯、车灯武术、水漫金
山、百鸟朝凤、八仙过海、狮豹马
叉、捕蝴蝶及姜老背姜婆、抬花
轿、独杆轿、大头娃娃、火流星
等等。

世界纪录协会官网称，民间
的世界纪录包罗万象、千奇百怪。
好玩的、有趣的、高难度的；最长
的、最大的、最小的、最快的；各种
各样的人、事、物，应有尽有，世界
纪录协会把这些纪录收录记载下
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童子闹春
图》的收录，让这个“好玩的、有趣
的、高难度的”世界顶级雅玩平
台，从此留下一位博山人的名
字——— 刘宝万。

2016年5月，布头画《童子闹
春图》《琉璃之乡》分获第八届中
国（山东）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
银奖。《琉璃之乡》以博山琉璃产
销重地西冶街为背景，在长2.6
米、宽1.2米的大幅作品中表现了
炉神庙、八卦炉、店铺商贾等琉璃
发祥地风俗画卷。

这是一位博山人的个人创
作，又是一个家族的行为艺术。
2020年7月22日，我走进博山协
成拼布艺术研究所，听到了中国
工艺美术家刘宝万创作布头肖像
画的故事。

2019年3月，刘宝万的“布头
肖像艺术画制作法”完成国家版
权局版权登记。

刘廷凯的布头画通过刘翠文
影响了刘坤德，刘坤德的布头画
影响了刘宝万，刘宝万又影响着
两个儿子刘玉琥、刘玉珀，连16岁
的孙子也开始有模有样地创作布
头画。现在，布头画已经申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为了回馈社会，刘宝万这些年除
了创作，就是传承，包括走进校
园，向孩子们宣讲布头画，让更多
人认识布头画，领会生活的流畅
和波折！

刘宝万恢复布头画的事，引
起了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罗伯
特·莱顿教授的注意。

今天，我面对刘宝万的布头
画，坚信这是对一个布头画家族
的致敬之作，更是对人类发明布
与服装的礼赞和敬畏！刘宝万的
布头画，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以人
类学的某种证据进入了罗伯特·
莱顿的视野，我想，这一定是布头
画把罗伯特·莱顿教授吸引来的
真正原因！

博山布头画

1.刘宝万在创作中。
2.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教授在刘宝万工作室。
3.布头画《琉璃之乡》
4.布头画《药神李时珍》
5.布头画《国色天香》（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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