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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微的哥哥林志龙从事吹糖人手

艺也有30余载，如今，他更多的是制作糖

画，可以说，糖画是近现代的产物，比起糖

人，制作一幅糖画较省时、效率高，对于年

纪稍长的林志龙来说，似乎更“友好”。

每当顾客来临，林志龙就点上小炉并

放上糖稀盆，当糖浆因高温变为橙黄色

时，林志龙便用勺将其舀出，并以精湛的

手法置于铝板上，继而描绘出麻雀等各类

造型，随后，他会将一根小木棒浸于热糖

盆中，再将沾满糖稀的小棒取出并置于制

作好的造型上，经过短时间的冷却，再用

小刀将其从铝板上铲下。只需要十来分

钟，大人和孩子们就能获得一个心仪的糖

画。

“捏糖人造型可是精细活儿，年纪大

咯，眼力不比年轻时好用了。”林志龙说，

糖画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自己对吹糖人

的感情，真不舍得轻易就“停”下来。

现在，林志龙还会偶尔上街吹糖人、

做糖画，过过瘾，他说，希望有更多人了

解并传承这项技艺。在他们心里，糖

人、糖画不只是一份零食，更是一个寄

托情感的艺术品，是一段无法倒流的快

乐时光。

童年里的“糖人”，你还记得吗？

听陶山“吹糖人”师傅讲述“甜蜜”记忆

开栏语：陶山镇作为温州首个省级“千年古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民间艺术家，他们创作的非遗作品发挥了巨大魅力。历经时光，温度犹存。即日起，记者走近陶

山非遗文化，带领读者领略非遗之美。

■记者 苏梦璐

“哐——”“吹糖人咯，好吃好玩的糖人。”记忆中，吹糖人的手艺人肩挑一副担子，一头是加热用的炉具，

另一头是糖料和工具，沿着大街小巷，敲着铜锣吆喝叫卖。每每吹糖人的担子一落地，就会有一大群孩子围

着糖担子争相购买。

吹糖人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技艺之一，2008年，吹糖人技艺列入瑞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瑞安吹糖

人以莘塍和陶山居多，这和历史上两地的制糖业发达不无关系。这一独特的手工技艺已在陶山传承已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琳琅满目的玩具、各式各样的零食不断吸引孩子的眼球，糖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野。如今，当我们偶然看到那晶莹剔透的小糖人时，唤起的是一段尘封的童年记忆，那是一份淡忘已久的欢

乐与惊喜。

在陶山镇原岱下村（村社规模优化

调整后，岱下村及其它三个村合并成为

镇南村）吹糖人林志微的家中，他正在耐

心地向我们演示吹糖人手艺。只见他将

天然的褐色麦芽糖和添加了天然食品颜

色的红、绿糖块用火加热，随后用小棒蘸

取一部分粘稠的糖浆，不断转动小棒使

其形成一个小球体，再用手指将小糖球

的一侧捏出凹陷，随后将一端装有橡胶

小气球的细管插入糖球，再通过气囊注

入空气改变糖球的形状，麦芽糖慢慢膨

胀并逐渐变透明，再迅速捏出翅膀、尾

巴、嘴巴、眼睛和脚，一只活灵活现的糖

天鹅就做好了。

“过去，我们通常会直接用嘴吹气

以完成塑形，如今，出于卫生方面的考

虑，采用间接吹气的方式。”林志微说，

为了找到最适合的代替嘴吹气的方式，

他用了三年时间，尝试了多种方法，期

间有用空矿泉水瓶、气球打气筒等注入

空气的，但效果都不理想。这一改动，

赢得了家长和孩子的认可。

林志微，今年58岁，一个靠吹糖人

走江湖30多年的手艺人。据今年46

岁的镇南村村委会副主任沈华弟回忆，

林志微是原岱下村最早开始吹糖人的

手艺人。

22岁那年，林志微在温州一公园

前经过吹糖人的摊子，就被师傅手中变

幻出来的各种糖人吸引住了，他想着自

己有些美术功底，有一技傍身总能有口

饭吃，就想着拜师学艺。后来，他就跟

着塘上村吹糖人名师金松存学习技艺。

从金师傅那学得吹、捏等技巧后，林

志微回家潜心练习各种糖人造型。“刚练

习时我被烫得满手泡。”林志微介绍，麦芽

糖熬成粘稠状后，温度很高，捏得慢，糖就

硬了，必须掌握好时间和火候。

为了能塑造出各种逼真的动物形

象，他时常在村里仔细观察鸡、鸭、鹅等，

还买了一本动物绘本，边认真翻看边捏

出糖人造型，并不断改进细节。随着《西

游记》等动画片的热播，里面的人物形象

迅速赢得小朋友的喜爱，林志微又开始

摸索练习里面的人物角色形象。功夫不

负有心人，花了两年多时间，林志微的手

艺逐渐娴熟，如今他可以捏出上百位古

典名著及戏剧中的人物。

改进技艺
间接吹气代替直接用嘴吹气

一天走20多公里
表演活动延续吹糖人生涯

“除了下雨天，每天都会出摊。”林

志微回忆说，出摊前一般提早两小时，

点上小火，慢慢将准备好的麦芽糖块融

化成糖浆，太硬太软都不适合吹捏，糖

架上还需要一直点着小火，以保证麦芽

糖浆保持温软的状态。糖架旁还要撑

起一把大伞，遮阳的同时防止糖浆被日

光晒稀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志微跟他的

糖担一起，除了陶山，他还去到湖岭、桐

溪、仙降、马屿甚至温州等地摆摊叫卖。

原先，林志微的糖担是一个传统的

木箱子，木架分为两层，由于年久加之

经常清洗，木箱子已经腐坏。如今，林

志微的糖担已经换成不锈钢箱子，箱盖

内放有竹签、剪刀等，三格长方形格子

用来装麦芽糖，麦芽糖分成淡黄、红、绿

三色。糖担分为两层，每层都有很多小

插孔，用来插放糖人。

“没有固定的摆摊地点和固定的出

摊时间，边走边卖，一天甚至能走20多

公里，也不觉得累。”林志微说，周一至

周五，他一般选择人流较聚集的学校门

口、菜市场等地设摊，碰上周末、节假

日，会在村里的民俗活动、唱戏活动等

场地攒一波人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糖人由40

年前的几毛钱到后来的1元、2元、5元

不等（视图形的难易程度而定），林志微

说，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有200元左

右的收入。

“只要锣声一响，附近的小孩就知

道吹糖人来了，快速从四面八方跑来，

围在糖担四周。”回想起这番热闹场景，

林志微不禁扬起嘴角，“有时围观的小

孩太多了，糖担子差点被挤翻，有的小

孩没有耐心等待，催着我扯一块麦芽糖

浆给他们拿去自己吹着玩。”

今年35岁的岱下村村民吴阿姨至

今还记得自己当年第一次买糖人时兴

奋的心情：“当吹糖人师傅小心翼翼地

把那个‘猪八戒糖人’递给我时，不少围

观的小孩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把

‘猪八戒’举过头顶，生怕被人碰坏，赶

紧挤出人群，那时，甭提心里有多么高

兴和自豪！我把‘猪八戒’拿在手上左

看右看，想吃又舍不得，吞咽着口水。

到家后，我把糖人藏在不易察觉的地

方，生怕被别人拿走。”

岱下村不大，林志微出门摆摊时，

还会碰上本村其余的五六名吹糖人师

傅，时常也会切磋下技艺，孩子是现成

的裁判，谁的糖人作品更受欢迎谁就胜

出。

17年前，林志微就不在平日里上

街摆摊了，只在节庆时节外出经营，或

选择宾馆和餐馆作为卖糖人的地点。

近几年来，林志微在“江湖”上积累了些

名气，商演之处已遍及温州，有时还会

受邀去金华、绍兴等地现场表演，这些

带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延续了林志微吹

糖人的生涯。

采访期间，林志微还向我们讲述了

这样一则传说：明初名相刘伯温是吹糖

人的祖师。一次刘伯温侥幸逃脱险境，

被一个挑糖人担子的老人救下，两人调

换服装，从此以后刘伯温隐姓埋名卖糖

人，还创造性地把糖加热变软后制作各

种糖人。在路上，许多人向刘伯温请

教，他都一一教会了他们。于是，这门

手艺便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在无

数手艺人的发展创新下，传承了下来。

糖画是近年来创新的产物

林志微正在吹糖人

林志龙正在制作糖画林志龙正在制作糖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