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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洛龙区安乐镇曙光村农民张书
堂和儿子吃住都在自家葫芦地里，他们种的
葫芦即将收获，大大小小的葫芦挂满藤架，吸
引不少村民来看“景致”。他们父子俩种葫
芦、卖葫芦，晚上抱着葫芦入梦，俨然一对不
折不扣的“葫芦父子”。

说起张书堂种葫芦，还得从他的儿子说
起。原来，张书堂的儿子张天龙自幼喜欢看
《金刚葫芦娃》，没事还爱拿着葫芦扮机灵的

小“葫芦娃”。
看到儿子如此喜欢，张书堂干脆在地里

套种了葫芦。一些朋友看到他的这些“稀罕”
玩意儿，都禁不住要摘个放到自己家中。

看到小葫芦的“魔力”如此大，张书堂索
性把地里都种上了葫芦。

我们在葫芦地里见到张书堂时，他正在
地头做饭，小“葫芦娃”张天龙正忙着帮爸爸
烧火。他们的主食是一大锅稠米粥，随手摘
个葫芦一炒就成了下饭菜。

张书堂说他种的葫芦最大的有一米多

高，最小的只有约两厘米高，这些葫芦长得饱
满圆润，全凭他6年来总结的“秘诀”。

种了这么多葫芦，看到又有这么多人喜
欢葫芦，张书堂就琢磨开了——在葫芦上画
画，拿出去卖肯定会有市场。

最初拿电烙笔在葫芦上烙画时，他掌握
不好火候，把葫芦上烙得坑坑洼洼的。一段
时间后，张书堂的葫芦上多姿多彩起来，牡
丹、水底的游鱼、长胡子的老寿星……

张书堂笑着说：“我没学过画画，都是模
仿着画的，加工一个葫芦少则几十分钟，多的

要几天。”
暑假里，小“葫芦娃”张天龙除了照顾葫

芦，还和爸爸一起走街串巷卖葫芦工艺品。
一路上，大“葫芦娃”在前面哼着小曲儿，小

“葫芦娃”扛着挂着葫芦的竹竿跟在后面，步
子迈得大大的，像模像样。

“那些外国人见了葫芦也都喜欢得不得
了。”张书堂说，葫芦寓意“福禄”，卖葫芦让他
的腰包鼓了起来，他还寻思着让这象征长寿
吉祥的葫芦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古
老文化。

父子种葫芦 烙画招“福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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