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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风
筝

北京春天的风有时凛冽刺骨.我

记得有一次冻得差点放了手中的

线，风筝忽然显得重了，几乎把

我拉起来。 我感到自己好像成了

一条咬钩的鱼。 我大叫起末， 一

是兴奋.二是害怕 义母过来抱

住我，接过我手中的线，把风筝

放得支离了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

看着她每当在Jt.夭看到湛蓝的

天空 桔黄的草地，一幅美丽的

风筝放飞图使展现在眼前。

一一凌淑华: ( 古韵》

btlli! fA1却在存丁

。 J在淑华..有时s丘上好夭气，义母使带我出成-

-tll个大空场放风筝.iE经常带着个小伙计 我拿肴

线，小伙计把风筝举过头顶 。 ~拉着线跑.他放开手，

风筝越飞越高

泼淑华生活在北平的年代，流传行几句JI阳

门 t~j: "气象顶报，纯怦扯睬! H占有大雨 . 阴

天门照。 说是无风 . 电线呼I!内 。 捕)XL捉 :J(;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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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前.风筝多为儿童仕女的玩才知 因为请求拉峡始风筝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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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1不恨 "虽然邵

时候的气象烦报不

准 • {JJ小孩俨坑的

玩意儿 . 却是有严

格季节性的，各有

备的情JL: gr-~去天

歪'J 小树材， r'~i知 l 丁、

逮老鹤(虫古怪) 童

伙最天去城恨儿下

i:lï!如111如<<1 . 冬最天怀

里揣?拧蜗蝴葫户。 放风筝，一自童安丁字到7十二春以Jri"， ìnJ也开1，r儿了.天儿也暖和了 . 黄i少天

也来过了 . 老'~I t jjt i'líJ屋子 '11的炉火也~~ J' ， 经过气i坷个月漫长的冬天 、 终于到了春光|川崎

春风平11阳的时令 . J.就可以梅tl -个JA寄; . -~J;一个hÈrìf儿，撤丫 j二疯跑 [ 0

春风!Jfj葫的rH节「放风筝‘ 111 时也叫放I!Ð}气 . (f病的人家还要故意让14筝断线 . 句:把"病

根子 " 带走 ， 离 ì.t 个古刊的意思 《消u万岁lI.t i~) 椅:春天放风筝为"放郁..应思也是把

一冬天郁积的闷气X!l放出去 你}j;t'呀，存寒料峭的时候 ， 大人小孩儿跟着风筝-j单游耍 ，

抖l脖子睡眼 . 再出一身透汗.能不柏:身睦{本吗?

风等"源于春秋H、I期 ， 挝与1用于作战.后来成为民间极受欢迎的一种玩具。隋唐以后 .

风筝渐趋件及。 前IlJj前后、上 i气内先勾下自-:1二日L "俱立秋下架为乐 、 童子郊外放纸莺"

宋代滩t市人张持端画的《清明上河因》和苏汉胆的《百子图》中均有放风筝的生动情景

元代天汉卿的朵刷《主If--&梦》以一个 I~ I.f:. ..买一个风筝放着耍子" 作为开端 . I阴代戏曲家

李渔的( J札寄n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以风筝为媒!lFl和l恋爱的战事 ， {红楼梦》巾更是多

处写到风筝 ‘ 而 jf;~传 rh曹雪芹所荠《商锅~It莺考，仁志L 专讲扎、糊、绘、放风筝技法←

据说.后来名扬京师的阶i己 JxI. ~f，:即得 (lì主套风筝i齿的真传 2

1915 年 . 北京风筝主人哈 l是英、夭?争风给乙人魏T[泰制作的风筝 ‘ 在巴拿马同览会 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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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获金奖和银奖 " L([lij时期 . 各地即{J)A筝比赛 . 以挂在县、古岛、安庆、台北等地的风筝

提lliJ:才知I~

"JA 付放:1\万人后 ， 下丈麻纯系竹竿，天下太平新样巧 ， 一行飞向碧云端 .. 民国时期 ，

北京、 λ二仲、珠jjj Jxl夺~l，lJ~知名 ， Jt-称为 rl'国风筝三大产地。 i午多人谈到民国时期的北京风物 ，

都会挝到-1盯ζ的风筝 f没f1r.四在《怀j七、严》一文中曾称北乎是天 FMnJ爱的地方 ， 在他看来:

我觉得北平的可爱例不一定是因为它那古老辉煌的建筑物 ， 也不是它那恬静风雅的生

活方式 : 例如玩玩古宜.画画字画 . 逛逛胡同，放放风筝 . 养养鸽子……更不是因为它那

佳肴美食 . 例如 · 正阳梭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 . 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 ，

致美斋的燎鸭条 ， 灶溢的烂肉面、砂锅居的白肉， }] ~盏斋的酱羊肉，信远斋的酸梅汤 ， 王

致和的良豆肩.六必后的酱:在… . . .我觉得北平最可爱的是"北平人" ! 

风筝 . II二号"纸等..又称风:寺、纸鸥、鹊 F、纸老鹊等。风2筝存的"筝

的j炽风=刘L~筝F齐:m部I~桂兰件借1;11川晌'1响|向句 2器带的. 飞 t_ l-后迎风而鸭. 能发1.11铮铮之音 ， 故称"风筝" 。北方一般称

。老北京的风筝摊 ， 很多就是在场上或者门板上临时钉个4r儿 ， 捡

上几近细线.把风筝一挂 . 您瞧去吧

Þ<l筝为莺，南方称

码子，说的都是老

赂 ， 由此可知最早

的风筝都是老隐形

状。老腾型的风筝

多为软翅 ， 放到天

上几可乱真， 能把

鸽子吓跑了。

老北京的风筝

花样极多，沙雁(后

多写为" 1:少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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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风筝的.iE宗，乎于1巴沙雁、瘦沙j假(卫.fiJ，瘦腿子)、黑锅底(内;Iif\工乌鸦 . 全部涂照)‘气使

frlH 为小小I!'r nll~~J 11!~儿型)、比也燕(为两只描身合 Jt- )寺，这类货主苦的特点是 "J-，ñ头，

中如椭|自lH~， 1、行!哥 I明Ir吃、中j1旭、老虎、捕、蝴蝶等风寄..均 Itl沙雁衍H~ìfrï米 此外，

龙睛坝、时也也l也此衍化。大英博物馆和1美国一些博物~1'} 1j 1 王今还收藏有IUJ末市韧的沙 I(正

统莺

J\l~存分为磁姐和l软翅两大

类。如崎蜒的两大两小四个翅

子 . 为软钮. lW上面有骨子.

不而设特'-1"，软纸边】最早的

纸窍多为使赳~jJ(l筝 ， 大多为五

角 hljf~式. l! [J一头两翅双腿，

后在蜒 1'1\老I町、o!!J!r蜓、蝙蝠、

T~蝶、野篮‘龙H肯负等软姐风

筝0.&按大小分， /J、的二三尺，

大的肥沙Jlffi丘/'\R的皆有。坯

布打Ir形、蜡烛形的风筝。一

般放?少雁的未必放得了拍子和l

峡j坠，因打I fJ~乡的多为无头，无

尾的方形 ， 没有彻风心得的、

m不{ ; 而得种主氏三雪中 . 属~r.t

始最难放， f坷 j主制1风筝为很多

小节联成一体.稍一外行，就

撞到一起了此外压有水俑、

方金子、灯笼等1切形风筝M 人

形的风筝:有制、 f录、寿三里，

J 事 乱

"';.莘罐，

中
费
1

。全且因:、北京风俗阁讲》记录的各式风筝

帮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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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匕平的风孚摊 图片来源 (%fi: 画池子》

哪i町、市陀 fil大美人等Q (红楼'珍》叶 l 第七十四可1'IJ 人·现l司的小炮妹放风筝.宝丁~(I~美人

风筝放不也来，急得梢头大n~. 忽赤门脸地说要，HI'::个贵人.我一跺脚踩个衍'X主

一般的风筝都是用竹蔑扎骨子、再tMI 1J~吕纸， 1二施夺回i。高级的JrJ ii苓条扎针 f. 用金i

糊成，彩雨也就重彩，桃红‘翠绿、 i羊忧、刑i金， ;jj;{'号 1年惚 . )兰、 J"也很大.一般都哇凹11.

尺以上的电背j汗郁'带有单弓或双弓。民国时，北京人lJl JLIY~ 风筝一般宽窄都在三尺左有

这种有声的纸莺制作方法是:以竹音或红!除1百IfJJ.~碎片，丘之以前11.传H浸透晒干二.以之 f~~

成弓.缚于纸:每适当位置，或一片，或多片，风吹之则作IlIÍiJ. 声震夭[1，);，门{吃不停.四随

风势徐3庆，其音时IE与时f[.~ J礼疾其声拱而i1斤. ).成份 J t:. ì~:帘'门，和， lIJf且 i.Jil.之，使人Il~为观止

这样的风筝在民国年!可要卖到十几元甚至几十元一个‘一般人家买不起

民国 IN1SI. 北京的风筝线 j'分讲究 放小风与"" I二缎ti.è tílî ，1; 1些三股fH市纯. .j巴楠主是绕

到纯恍-f I~ 予拿拧纯恍子的*把儿.放J-<F在时.赳Ïi1乌位:"k. j骂:制内虫n 不放 íJ.J. .(毡'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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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熟练地放风筝线的另孩 <>1在这样的大线梳子，小孩儿可搬不起

线倒到线恍-{上 . 线倒完(，风筝也i亥落地了￡关于这种线恍子 ， 陈鸿年在《故都风物} (台

湾jE巾书同 1970 年初版) q-' ， 何行 ì'(:细的拙'可:

它是用上六根、下六粮的三寸长的竹条，互栩交叉，距离一样 ， 然后做上槽槽，胶合

一起后，再用六根五六寸长、精光细致的木棍棍 ， 上下做楼 . 与交叉之竹条胶在一起。在

竹条交叉的正中心 ‘ 上下都有个小 )1司.然后穿一根细铁条或铜条，手拿的部分 ， 还有个本

把儿μ 这样用手一拨竹条条.它使{象风轮似的旋转起来了

l功~?玛年 ~5G的是小孩J:Jf:儿的钱恍J'-，至于大人们玩儿的大线恍扎有的跟小孩子一样高 3

放这种大风筝， lfli种多为了交腿子、非1 I扪 f ， Jf:fJ.)二八米 l毛的大蚁!I~~ ， 'E少lEjl宴两个人一赳

忙乎 . 一人行线绳，一人拉着风筝的纯咱这种风筝放屈来格外吃力， 1-来岁的半大小子两

个也未必拉得忍) ~国:1f:.间 . 这种大风筝:大多带着哈!;在 新春之际，高垒'小时时传出风筝

的l嗡l嗡之li 恪外引人注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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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摊

。北京街头的风筝摊

天津素来 11.1于艺人. ，f~玩儿则己，要玩儿就m儿?色的 2 早在沽:代、天Nt)A华日Jl以和纠u

普称，轧制工艺 H忖ltij甚。 如I~IW; )A筝，头部JTJ纸浆翻模涂色.月定部j..J 平饭. "毛音ß川叹线

连接 ， 可前后摆动.两盟则用软租甚至用装绢等织物糊削、而且网的两姐与主体用fe'1切 î~;( 1(. 

改HJ铜箍)插接， flJ 分nr合，栩栩如生，不仅携带方便，放飞时也异常平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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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元泰J!ilJ作的哪吃 l明海风筝 。 天，非..风筝拢..创始人魏元泰

民国时期天津风筝，以魏元泰为最佳，开设"长古斋"纸扎铺。 当时，魏元泰的纸扎

主要是扎"烧货.. (即纸质祭奠用品)的。 由于纠时t铺不是每天都有生意，平门就以棚风

筝为业 那个时候的天津风筝，最简单的是给小孩玩儿的瓦风筝，大一点儿的是"锣鼓鹰"

和老鹰等，最大的是长一两丈的"串f活击击.

带变、屉长、微型等 20∞O 余种μ风L筝'技艺上更是精益求精.在天津卫叫响了 "JA筝槐·的

字号。风筝魏在风筝制作工艺上运用了打H良、扛l样，、锡焊、铜摘等工艺，创造了轻巧的折

叠风筝，数尺长的风筝折叠后，可以装入:30 阻米左行的盒子甚至信封里.堪称一绝。 风

筝做得好不好看，全看彩绘。 便宜的风筝当然不彩时.如"黑锅底"就桂糊成大宁彤. j呵

成黑色图案花纹的。沙雁是画褐色羽毛图案的 倪元奈的彩绘吸收了年画、剪纸>>..佳筑彩

绘的特长，重彩勾勒，色彩鲜艳，有浓郁的装悄悄且 这也就难怪.后来"风筝魏"IJ炀

柳青年画、泥人张被誉为"天津民间三绝" f n 

民国年间，山东撒县(今雄坊)风筝已有扪叮规槌.县城里有风筝作坊平LI店铺二|余家，

清明节期间在集市上出摊的也有数十户。这些实Þ<l筝的，多数来自盛产年同的炀家上革" 炀亏f

埠艺人冬天印年面，过了旧历年叉开始扎制风筝D 这些风筝艺人借鉴了年画的技法.'1'日l 平

画，风格粗矿，印量;极高，价钱低廉，一季可产四五万个}xl筝.当地人称之为"跑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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