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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传承中创新制作技艺
“风筝王”杨元恒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又到一年风筝
季，春天，放风筝是市民最喜爱的户外活动之一。长约上
百米的龙风筝、小约巴掌大的燕子风筝……杨元恒带着风
筝一出现，便吸引来惊艳的眼神。有别于工业流水线制作
的风筝，特级风筝大师杨元恒手作的风筝不仅外形颇具美
感，还创新融入机械原理，能振翅、眨眼、发出各种响声，令
人叹为观止。

走入杨元恒的工作室，一进门
就是成捆的青竹。“这是外地朋友
专程从四川寄来的，是做风筝的原
材料！”杨元恒笑眯眯地说。

提及做风筝的渊源，年过花甲
的杨元恒眼中荡漾着温情。

杨元恒出身于木匠世家，在他
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常常在忙碌之
余，给孩子们做些小玩意儿把玩；
春天时，还会扎只风筝。父亲做的
风筝与众不同，不仅结实还能放飞
得特别高。

杨元恒传承了父亲的巧手，更
将这份爱传递下去。当了父亲后，
也给宝贝女儿做风筝玩。他做的
老鹰风筝漂亮威武，飞在天空威风
凛凛，让年幼的女儿“嘚瑟”了很
久。

从那时开始，杨元恒彻底爱上
了手作风筝，到处拜师学艺。天赋
加努力，他的制作风筝技艺很快脱
颖而出，成为市级非遗项目晋源传
统风筝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晋源风筝发展历史
悠久，春秋时期便成为传
递信息的载体之一。造
纸术出现后，晋源有了专
事风筝彩绘的艺人。明
清时期，晋源以硬翅类、
软翅类、龙类、板子类等
多个品类的风筝著称，融
空气动力学、工艺美术
学、气象学等为一体。晋
源风筝，展现了太原悠久
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特
色……”提及晋源风筝，
杨元恒娓娓道来。

制作风筝时，杨元恒
融入了大量传统文化元
素，一只风筝便是一段脍

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或典
故。

灵芝风筝精巧可爱，
一只口衔灵芝、撒蹄奔跑
的小鹿，顶端架设一张藤
弓，放飞时可以迎风发出

“嗡嗡”声，被誉为“世界
十绝风筝”之一。风筝灵
感取自《白蛇传》中白娘
子盗取灵芝草的故事。

关公风筝制作成相
貌堂堂、一派正气的关公
形象，风筝飞在半空引人
注目，令人回味。

一条中华龙，仅龙头
就有半米宽，龙身近百
米，昂首仰望，盘旋在半

空展现龙腾四海的傲人
之姿。

最常见的燕子风筝，
在这里分为娃娃燕、胖
燕、瘦燕、比翼燕、耄耋燕
等多个品类。胖燕代表
气宇轩昂的男子、瘦燕是
柔情万种的女性、比翼燕
是恩爱携手的夫妇、娃娃
燕是憨态可掬的小娃娃、
耄耋燕则是慈眉善目的
老者。

宝瓶、老鹰、宫灯、白
菜、大象、蜻蜓、蝴蝶、蚂
蚱、蜈蚣……万事万物，
在杨元恒的工作室，均可
化身为风筝。

刨子、锤子、剪子……
杨元恒的工作室里，摆放
着各类木匠用具，都是他
的“老伙计”。制作风筝
过程充分体现传统木匠
工艺的精髓，这些风筝作
品色彩鲜艳、形态逼真，
放飞时也平衡稳定，动静
相宜。

一架风筝的诞生，需
要经历构思、选材、削条、
扎制、裁剪、裱糊、彩绘、
试飞等十几道工序。很
多小部件需要将竹片劈
开后刨平，用酒精灯烤，
再放入烤箱定型一周。
为此，杨元恒还发明了风
筝专用烤箱。

他制作的龙风筝，眉
毛、眼睛、胡须齐动，口含
的龙珠更能“呼噜噜”地
转动起来。老鹰风筝眼
神锐利，尾羽开合自如。
而这一切的“机关”就在
风筝后面，只见一个个木
质齿轮相互咬合，形成联
动轴，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些齿轮全部用竹木所
制，再以不锈钢丝缠绕，
很是精巧。

工作室的两个房间
里，桌上摆的、箱子里存
的、墙上挂的……数百架
风筝令人眼花缭乱。这
些风筝，无不蕴含着制作
者的良苦用心。

对杨元恒而言，风
筝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
部分。杨元恒已获得近
200 项国内外各类风筝
比赛大奖，他还担任山
西省风筝协会副主席，
并且是国家级风筝大赛
的裁判。

为了将制作风筝的
技艺传承下去，近年来，
杨元恒收了徒弟，还在各
个学校毫无保留地开展
传承活动。“希望我们的
非遗风筝飞得更高、飞得
更稳！”杨元恒抱有期待。
记 者 侯慧琴
通讯员 杨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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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承载父爱1

凸显工匠精神2

传承不离创新3

本报讯（记者 刘志刚
文/摄）“梁专家来了，这是难得
的学习机会，我可得好好把
握。”得知省级农业专家来授
课，古交市邢家社乡宋家庄村
的老张早早就到了现场。连日
来，古交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山
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专家，
走进当地榛子种植基地，为种
植户传授先进嫁接技术，助其
提高种植效益。

古交市将榛子作为重要的
特色产业，现有 9个乡镇种植，
然而由于缺乏规范的技术管
理，榛子产业的发展面临诸多
挑战。

“眼下正是榛子生长的关键
时期，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榛子的
剪枝、嫁接技术。”在培训现场，
农业专家详细讲解榛子嫁接技
术的要领、流程和注意事项，以
及嫁接后的管理、病虫害防治、

整形修剪等知识，并现场演示嫁
接流程。演示中，专家还耐心解
答了种植户们提出的疑难问题，
并“一对一”进行技术指导。

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
研究员梁锁兴说，目前古交榛
子种植面积虽然较大，但一些
种植户选择的品种并不适合，
需要品种改换，嫁接技术至关

重要。此次，他们将适宜的品
种带到现场，传授技术，为古交
榛子产业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

有了农业专家做后盾，榛
农的种植积极性大增，纷纷表
示，讲授内容丰富，学习收获满
满，坚定了发展榛子产业的信
心和决心。

专家田间授技 助力榛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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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利芳 通讯员 翟宇燕）社
区一小区单元楼门禁损坏多日，物业工作人员在
修理过程中，遇到困难，导致无法维修。社区网格
员积极出面协助，“罢工”多日的门禁终于恢复正
常，受到居民称赞。

5月 6日，坞城街道云水明珠社区网格员武碧
琼日常巡查时，发现辖区云水世纪明珠小区的单
元楼门禁出现损坏现象，门上的合页已脱落。经
了解得知，单元楼门禁已经坏了三四天，一直没修
好。得知情况后，武碧琼立即与小区物业取得联
系。物业负责人表示，该单元楼门禁电源是从一
楼一户业主家里接的，需经过该业主配合才能维
修，但该业主家中一直无人，且电话无法接通，导
致维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武碧琼逐一翻看单元
楼住户信息簿，并登录相关平台查询业主信息，终
于辗转找到了业主的联系方式。原来该业主常年
在外工作，手机号已变更。网格员说明情况后，业
主立即通知其家人迅速赶回家中，积极配合维
修。当天，小区单元楼的门禁识别卡和人脸识别
系统均已恢复正常使用，小区居民对网格员的快
速处置纷纷点赞。

门禁“罢工”多日
“格格”出面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