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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魏义民老人，是全国已知唯一掌握
“猴加官”这一传统技艺的民间艺人。老人拥
有的这门技艺，先后入选郑州市、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随着“非遗”的广为宣传
和备受重视，老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猴加
官”是一门怎样的技艺？7月31日，记者来到管
城区紫荆小区，采访了魏义民老
人。 记者 苏瑜

现场 小小陋室藏有民间绝活
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敲开魏义民老人的房门后，

记者还是被屋内的简陋所震惊。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水泥地
面，上了年头儿的小红桌子，破旧的椅子和小板凳……唯一让
人愉悦的是笼子里鸣叫的小鸟，似乎在欢迎罕见的来客。

老人正在用胶泥制作脸谱，尽管房顶上的吊扇呼啦啦
地响着，身穿背心的老人因为手上活计的精细和精神过于专
注，还是一直出汗。“前几天热得根本干不成活，今天勉强，趁
着这个时间赶紧做一些。”魏义民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说。

猴加官，又被称为会动的“活泥猴”，起源于旧时戏曲
开场或在演出中遇显贵到场时加演的舞蹈节目。由一个演
员戴假面具穿红袍、皂靴，手里拿着“天官赐福”、“指日高
升”、“一品当朝”等字样的布幅逐次向台下展示表示庆贺。
在清朝时期，书上对它的记载是“猴财”、“猴富”、“猴寿”、

“加官”。它是旧时小孩的玩具，有祝福、祝愿的意思。
作为我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猴加官在中原地区流传

了近300年，是豫中地区独有的民间特色工艺品。泥巴
做成的猴头猴脸和京剧脸谱，猴身粘着染了五彩颜色的

“猴毛”，钉上一指宽的布条做成胳膊和腿，一根细线系
住猴头，两根细线分别穿在“猴手”和耳朵上的小孔里，
并和一张京剧脸谱相连，然后一起绑在木棍上。抖动木
棍，就会看到表演了。

经历 两次重拾少年技艺
魏义民出生于1927年，为土生土长的南阳人，在他

儿时的记忆中南阳街头每逢年节都有卖猴加官这种玩
具的，而猴加官在魏老的祖父一辈便有了。他在 14岁
的时候，拜附近村庄一位聋哑艺人为师，因为技艺精湛，
更兼创新，颇受师父器重，得以领头制作。

后来日本人占领南阳，加上又遇灾荒年，人们纷纷
逃难而去。1949年10月，魏老回到郑州，工作、结婚、生
子。魏老在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年少时的这门手艺
慢慢地被忙碌的生活掩盖了光芒。

1980年，老人退休以后，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
六口人，经济非常紧张。有一天，老伴突然想起，很久以前
他曾经提起过的“猴加官”，便问他还会不会做。荒废了几
十年的手艺，要不是刻骨铭心，可能就想不起来了。最开
始，工具不全，做了半个多月也没做成，后来终于成功了。

“夏天我就在家里做，等到过年的时候老伴带出去
卖。”每年春节能卖掉千余个，得来的钱让本来紧巴巴的生
活有了些滋味。那是魏义民老人最快乐的三年，依靠自己
的手艺和劳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后来老伴生病，他
也越做越少，待到老伴去世，他的生活也暗淡下来，提不起
劲儿，猴加官这门手艺再次停了下来。

2004年河南启动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熟人的带领
下，他带着‘宝贝猴子’来到了河南省民间艺术家学会。

“好几十年没有见到这个东西了！”工作人员一看，惊喜
极了，当时就吸收老人为省民间艺术家学会会员。于是
老人重拾手艺，并于次年获得了国家专利。

2007年中原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上，老人制作的猴
加官摘得金奖，让老人又有了精神头儿，创作劲头一发
不可收。老人还用每次做猴加官剩下的泥巴捏了许多
栩栩如生的作品。有常见的白菜、萝卜，栩栩如生，上面
还趴着一只蛐蛐，妙趣横生。老人说，这些都是灵感来
时顺手捏的，算是配“猴加官”这朵红花的绿叶吧。

在每一个精彩的“非遗”项目背后，往往连带着
一个感人的保护人的故事。魏义民老人也是如
此。老人说，多年来一直靠着他的退休工资勉强支
撑着生活开销和制作“猴加官”的成本。偶尔有知
道的人，会找到家中买几个。参加一些活动，偶尔会卖
出几个。

“猴加官不是没人喜欢，就上个星期，电视台要拍
摄节目，和人民公园协商，准许我在里面摆摊，结果拍
摄纪录的20分钟里，一共卖出去了13个。一位老太太
激动地说，好几十年没有见到这个东西了，欢喜得很，
给家里所有的小孩子每人买了一个。”

“和我一起学习的还有两个师兄弟，但他们现在也
都去世了，全国会这门手艺的只剩我自己了。这门手
艺要是绝了，老可惜。”老人拿出了他的证书、奖状。

“政府和相关部门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喜欢、收藏，就是对这项手艺最好
的保护！”

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魏义民老人叹息
道：“我年龄大了，也没有帮手，不可能像年轻一些的
传承人那样做大做强。能带出几个称心的徒弟，就算
安心了。”

魏义民说，不久前刚收了两个徒弟，因为天气太
热，自己身体也不好，想等立秋天凉快了，就把他们俩
叫过来，好好教。“希望年轻人能开拓出新的路子，找到
有效的保护方式。只要有人真心喜欢，愿意传承下去，
我就教，也可以把专利转让给他。猴加官这门手艺没
在我这儿断掉，总算对得起老祖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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