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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琦

10月12日至14日，第十六届中国江北水
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在聊城
水上古城举办。

——这是一场以葫芦为媒、以葫芦会友，
以“告诉你一个不同凡响的葫芦”为主题，深
入挖掘聊城区域特色文化资源的文化盛事。

——这是一场以葫芦聚力、以葫芦成势，

推动葫芦产业腾飞，加快葫芦产业全链条发
展，培育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新

优势的发展盛举。
——这是一场以葫芦载文、以葫芦惠民，

加强葫芦企业、文创者、文化学者等交流对
话，强力推进聊城葫芦产业向全国消费市场
迈进的行业盛宴。

这是一场盛会与一座城市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东昌府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
文化自觉，积极弘扬“两河文化”，发展新质生
产力，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葫芦文化产品、文
化盛会、文化品牌，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葫芦雕刻文化艺术
之乡”的城市名片更加熠熠生辉。

一株葫芦 承载独特匠心

东昌葫芦雕刻技艺形成于宋代，在明、清
时期兴盛一时，一度成为运河两岸农家生产
的重要商品。目前，东昌葫芦雕刻技艺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买天下葫
芦、卖天下葫芦”，东昌府区已成为国内最大
葫芦集散地。

东昌葫芦雕刻用料考究，多以“大葫芦”
“亚腰葫芦”和“扁圆葫芦”为主，刻工纯熟、题
材丰富、制作精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王树峰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精心雕刻
的葫芦作品《射书救聊》，高32厘米，用尖刀划
刻，或点或压或扎，在一个葫芦上以连环画的
形式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义士鲁仲连射书救
聊的故事，画面精美、技法细腻。

为了增加葫芦的文化价值，葫芦艺人在
葫芦生长期就会采取勒、扎、挽、范制等技术，
让葫芦长出形态各异的造型，制作成茶具、鼻
烟壶、工艺台灯等生活艺术用具。葫芦艺人
还将葫芦工艺与当地剪纸、面塑等工艺相结
合，打造出实用型、观赏型的创意作品。

此外，东昌府区持续推进葫芦雕刻保护
传承创新，擦亮葫芦文化名片，高标准建设了
中华葫芦文化园，以葫芦文化为主题，以乡村
生活环境为基底，突出沉浸式体验，注入鲁西
记忆、美食部落、鲁西民宿等业态，将文化园
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休闲旅游目的
地。深入挖掘葫芦传统文化，开发“福禄东昌
府·葫芦文化之旅”“底蕴东昌府·非遗传承之
旅”等旅游路线，让游客参观葫芦种植加工园
区、体验加工工艺，实现了葫芦产业由传统

“葫芦加工”向“文化创意”的动能转换。

一场盛会 提升品牌价值

葫芦，是厚重历史的见证，是守正创新的
印记。葫芦文化艺术节，是聊城特色的文化
名片。

每次葫芦节期间，东昌府区高标准、高规
格组织相关活动，扩大产品销售渠道，与全国
消费者互动，促进葫芦产业发展繁荣。本届
葫芦节期间，葫芦展销会、精品拍卖会和葫芦
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话会等同期举办，设置精
品葫芦工艺大赛和首届葫芦文化创新设计大
赛、种植能手大赛，为广大学者、专家搭建思
想碰撞、互学互鉴的平台，为葫芦产业高质量
发展培育丰厚“沃土”。

同时，在藏书名楼——海源阁举办写意
葫芦画展、布艺葫芦作品展、剪纸葫芦作品
展、葫芦诗歌书法展览和青少年葫芦绘画展
等；围绕葫芦主题，深入研发运河菜与葫芦宴
的融合，进一步丰富葫芦文化节内容，让广大
市民游客既能感知文化味，又能感受烟火气。

截至目前，聊城已连续举办16届中国（聊
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影响范围覆盖全国17个
省、40多个地市，产品远销美、英、韩、新加坡、
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参观游客20余万人次，参
展商由 60 余家发展到 5000 余家，成交额由
600万元增加到3.4亿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
知名度最高的葫芦文化艺术节。

一座城市 放大效应迎来机遇

葫芦之于东昌，不单单是一件工艺品和
一场盛会，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平台、展示形象
的窗口、利民惠民的载体、走向世界的桥梁。

近年来，东昌府区坚持把培育葫芦特色
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依
托丰富资源，创新葫芦种植、加工、销售模式，
推动传统葫芦产业转型升级，建强产供销一
体化机制，形成了“种子研发—葫芦种植—葫
芦文创及加工—全生态旅游”的绿色循环全
产业链条，进一步壮大了葫芦产业经济，赋能
乡村产业振兴。

东昌府区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的销售
模式，紧跟互联网、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热
潮，成立中国葫芦电商协会，全区葫芦电商经
营者超2000家，大大拓宽了客户源和销货渠
道。特别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堂邑

镇路庄村，采用“互联网+电子商务”运作模
式，家家种葫芦、户户搞电商，全村在淘宝、抖
音、快手等平台共开设300多家网店，年均网

络销售工艺葫芦700万个，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并入选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亿元村。全区葫芦年综合效益达 16 亿
元，葫芦销售额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5%，仅

2023 年第 15 届葫芦文化艺术节上销售额就
达到1.2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买天下葫芦、卖天下葫
芦”的集散效应日益凸显。

开展对外交流，讲好葫芦故事。东昌葫
芦雕刻非遗传承人李玉成以及王树峰等，登
上世博会、文博会、非遗展会、中亚文化交流
会、法国巴黎“孔子文化周”等活动的舞台，与
美国葫芦协会、日本爱瓢会深化合作，推进东
昌葫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今年，王树峰又
相继走进韩国、埃及、塞尔维亚等国家进行文
化交流，展示了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独特魅
力。东昌葫芦品牌叫得越来越响、做得越来
越强、走得越来越远。

接下来，东昌府区将立足葫芦种植、雕
刻传统优势，深挖葫芦文化资源，完善葫芦
产业发展规划，延伸葫芦产业链条，助推产
业融合发展，让小葫芦长出大产业、土特产
成为金招牌，绘就平原特色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新画卷。

■ 本报记者 陈金路

金秋十月，福禄满城。
亚腰葫芦、长柄葫芦、鹤首葫芦、疙瘩葫

芦、范制葫芦、柳叶葫芦……10 月 12 日，在
“第十六届中国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
葫芦文化艺术节”展销会上，各色葫芦齐亮
相。聊城水上古城四条大街和东昌古集广
场内，来自全国各地的7000余家葫芦商户蜂
拥而至，充分展示葫芦文化的独特魅力。

古城区四条大街葫芦展销现场，可谓人
山人海，摩肩接踵的人群流动在一列列展位
之间，热闹非凡。东昌古集内各式各样的葫
芦展位布置有序，来自国内各地的葫芦目不
暇接。前来“赶集”的人们聚拢在各个展位
前，有的拿起葫芦仔细端详，有的聆听卖家
介绍，有的问价购买，各种声音融入喧嚣热
闹的氛围中。

东昌府区供销社副主任、第十六届中国
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
组委会布展负责人孙华军说，今年葫芦文化
艺术节布展和往年不同，光岳楼东南西北四
条大街主要是普通葫芦展区，东昌古集广场
设置精品葫芦展区。楼北和楼南大街主要
布置本地葫芦商户，楼东和楼西大街重点布
置外地商户。

当天19时30分，古城区东昌府衙内，第
十六届中国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
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正式开始，现场灯光璀
璨、人潮涌动。伴随着歌曲《看聊城》和电子

音乐《时代新音》的响起，国潮电音，燃动全
场。媒体记者也纷纷拿起自己的“长枪短
炮”记录这盛状。随即，以“缘系葫芦 相聚
水城”为主题的开场篇章带观众踏上了不同
凡响的葫芦之旅。

福禄攸归，得福禄归。
在“文脉相承 福禄绵长”主题篇章中，

双人芭蕾舞诠释了跨越千年的相爱时光，
仿佛带领观众品味了从古至今的美好情
感。

张骞出使西域，将葫芦种子带到中原，
开启了葫芦在东昌府区绵延 2000 余年的繁
盛篇章。东昌葫芦既有自然生长的朴实无
华，又有人工赋予的精美绝伦，成为聊城市
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之一。现种植面积
达 3 万亩，种植加工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5%，葫芦产业年综合效益达 16 亿元，东昌
府区则成了国内最大葫芦集散地。宣传片

《匠心葫芦》呈现了葫芦从种植、加工、销售
到葫芦文化研究、文旅推广等全方位体系
内容，无数的葫芦人共同托举起葫芦赋能
乡村振兴的产业传奇。

大型舞蹈《福禄锦绣》展示了不一样的
“福禄满堂，锦绣长歌”，也昭示了葫芦
文化欣逢盛世、共赴山海的铿锵旋律。
国潮走秀《葫韵华裳》，将葫芦的韵味与
现代服饰、武侠哲学完美融合，展现
出了别样的风采。葫芦丝表演

《大山回响》，透过葫芦丝质朴、
纯净的音色，让现场观众仿佛

听到了远方荡气回肠的呼唤。葫芦舞动，光
影交错，人屏互动舞蹈《舞动葫芦》，让观众
现场体验了一场视觉与科技的盛宴。伴随
着歌曲《我在聊城想你》，本届艺术节开幕式
晚会缓缓落下帷幕。

整个开幕式晚会由“缘系葫芦
相聚水城”“文脉相承 福禄绵长”

“ 匠 心 织 艺 经 典 传 扬 ”
“继往开来 共筑华章”篇
章组成，一个半小时
的 节 目 紧 凑 而 又 高
雅，堪称“一场晚
会 ，燃 爆 全
城”。

邂逅葫芦之乡 赏游福禄之地
——东昌府区葫芦文化产业发展综述

葫芦为媒 恭迎天下
——第十六届中国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侧记

图一、图二、图三：来自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在认真选购葫芦。 ■ 商景豪

图四：国潮走秀《葫韵华裳》 ■ 商景豪

东昌古集展区内，游客在挑选葫芦。■ 陈金路

葫芦文化艺术节上各色精美葫芦。■ 商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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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精美的东昌葫芦。■ 商景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