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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传承凤翔泥塑
本报记者  张琼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凤翔县城关镇六营村迎来 3

万多名游客，凤翔泥塑不仅引来宝鸡本地的游客，许多

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凤翔泥塑作品销售可观。

凤翔泥塑有怎样的历史渊源？怎样更好地保护

传承凤翔泥塑？国庆节前，我国数位非物质文化领域

的专家学者齐聚凤翔县六营村，举行了凤翔泥塑传统

工艺振兴发展研讨会。专家学者在赞赏凤翔泥塑艺术

魅力的同时，围绕凤翔泥塑的历史、保护与

传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宝贵建议，助

力凤翔泥塑的发展。

一个个威风凛凛、形象可爱的“泥

耍活”，一笔笔浪漫传神的纹饰，一项

项传统手作的工艺，让人不禁对凤翔

泥塑的渊源产生了好奇。

有一种说法认为，凤翔泥塑起源

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军队中的第六

营士兵屯扎在此，其中有来自江西景

德镇的士兵，他们有制陶手艺，和土为

泥捏出泥物件。后来，士兵转为地方居

民，他们利用当地特有的黏性强的板

板土，制作出有民俗文化风味的凤翔

泥塑。

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不赞同这

种说法，他认为凤翔泥塑植根于先秦

文化沃土。上世纪 70 年代，赵丛苍骑

着自行车在凤翔跑了几年，看到一大

批凤翔泥塑，直觉告诉他，凤翔泥塑的

历史更久远。于是，他考察了景德镇与

泥塑相关的工艺，发现两者并无联系，

翻阅文献，也没有朱元璋屯兵此地的

记载。赵丛苍深思之后，提出凤翔泥塑

起源于先秦时期的说法。后来，陇县发

现一秦人墓葬，出土了陶牛、陶虎等文

物，牛的抽象造型和老虎身上的斑纹，

引起赵丛苍注意，坚定了凤翔泥塑植

根先秦文化沃土的观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

岐说，凤翔泥塑究竟起源于何时存在

争议，他认为凤翔泥塑有可能产生于

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战国中期，瓦当出

现之前，跟泥塑相关的文化元素还未

闪现出来，战国中期随着建筑产业的

发展一批文物随之出现，比如在雍城

发现了虎头虎脸等，甚至发现了人俑，

与凤翔泥塑有相似性 ；第二个是魏晋

时期，也出现了虎脸，表达对权力的崇

尚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到五代这一时

期，出现了社火脸谱，有遮面的木面、

泥塑面等物件。田亚岐认为要确定凤

翔泥塑的历史年代，还需寻找更多证

据，梳理各种相关文献，尤其要注重考

古材料的印证。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新明

从事了40多年泥塑制作，他认为，凤翔泥

塑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孕育的过程。凤翔

泥老虎的面部构造和表情，不是那种

萌态、媚态的美，而是一种很狞厉的美，

跟青铜器上饕餮的狞厉是一样的，鲜明

地继承了夏商周以来的青铜纹饰特点。

凤翔泥塑还具备汉唐遗韵，延续了汉唐

时期镇墓兽雄壮威武的造型特点，比如

汉代卧牛与凤翔泥塑卧牛造型、装饰相

似。凤翔泥老虎的耳朵很大很夸张，为

什么？胡新明发现这个大耳朵在历

史上也有对应的物件，战国时期文

物金虎就是大耳朵，非常相似。

虽然，凤翔泥塑起源于

何时并没有确切答案，

但都在指明它与宝鸡

深厚历史文化的联系。

9 月底，六营村聚集了全国各地

的泥塑艺人和泥塑精品，有广东潮安

县大吴泥塑、河南浚县泥塑、江苏惠山

泥塑、天津泥塑等，各地泥塑作品各具

特色、精彩纷呈，凤翔泥塑堪称翘楚，

引来近千人围观。凤翔泥塑

正因为保持了浓烈的本

真味儿，受到了

群众、学者的一

致喜爱。那么如

何更好地保护

凤翔泥塑的这种本真原味呢？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高晋民说 ：

“坚持传承与创新是凤翔泥塑发展的

方向，但这个创新必须要来自凤翔泥

塑的传统母体。”他建议凤翔泥塑

要守住传统，一些老样子

很 美，古

色古香，

味 道 很

足。他认

为，如今

杂艺品对

传统泥塑的冲击很大，有些地方的泥

塑村受杂艺品、舶来品冲击，特色消

失，六营村可纯粹做泥塑，做单纯才

能强大。近些年凤翔泥塑在新样子方

面有很多创新，但还要做好传统老样

子的收集和传承，比如过去的卧牛、

小青蛙等形象现在已看不到。多年

前，高晋民曾在老艺人家里看到两个

泥面具，一个猴头一个虎头，眼部有

挖空的洞，如今再也没见过，像这样

可赏可玩的老样子，可将其复活。

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

修建桥小时候就接触了父亲收藏的

凤翔泥塑，2017 年，他带着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任务，来到

六营村泥塑老艺人胡深家里，对

其作品进行抢救性保护，见到了一

批封神演义主题的泥塑作品，

非常美。修建桥认为，凤翔泥塑的发

展要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急需建立

一个凤翔泥塑陈列馆，把身边能搜集

到的模具、老样子、图谱等实物，尽早

收集、保存、展示起来，这对凤翔泥塑

的延续发展作用很大。

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李红军也

认为建立凤翔泥塑陈列馆很有必要，比

如关中民俗博物馆就是一种很理想

的保护方法。李红军曾参与过很

多非遗项目的保护，他从其他

一些非遗项目的保护路子来

看，老艺人在不断离世，老

艺人后代或徒弟传承到的

东西越来越少，原味渐失，

这告诉我们非遗保护要趁

早。凤翔泥塑资源很丰厚，尽早

收集整理，可有效保护它的原貌。

对于泥塑艺人来说，

凤翔泥塑传承工作的核心是什

么？胡新明说 ：“凤翔泥塑的核

心技术和核心文化在于纹饰。”

目前虽然有几百人在做凤翔泥

塑，但对纹饰大都一知半解，没

有完整地传承下来。为此，胡新明

收集了凤翔泥塑上百个纹饰，他

认为传承凤翔泥塑，离不开对纹饰

的传承。

为什么凤翔泥塑传承的核心是

纹饰呢？胡新明说，凤翔泥塑在做的

时候，大家用的都是同样的模具、同

样的工具、同样的颜色，只有绘制不

一样。两个不同的艺人，在同样的造

型上，画出来的东西却是天差地别。

在胡新明印象中，村里老艺人们以前

画的泥塑神奇浪漫到了极致。胡新明

展现了凤翔泥塑身上的云纹、蝌蚪

纹、锯齿纹、兰草纹、艾草纹、鸟纹、

蝶纹等多种纹饰，这些纹饰的画法、

所用部位等都有讲究。过去的老艺人

能大胆熟练地使用云纹、蝌蚪纹等多

种纹饰，现在泥塑艺人仅会使用艾草

纹、蝶纹等较少纹饰。胡新明感慨 ：

“凤翔泥塑纹饰的传承是凤翔泥塑文

化传承的核心部分，泥塑艺人手艺

的高低也在于纹饰的运用。”

除过在技艺方面的学习、

传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杨武站认为，凤翔泥塑

可以和学校开展活动，请民间

艺人给学生讲凤翔泥塑的历

史、种类以及承载的美好情感，激

发年轻人对凤翔泥塑的兴趣 ；再者，

创新也是一种传承，凤翔泥塑可以和

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创作一些新的题

材，不定期请高校相关专业老师来给

艺人们讲讲课，相互交流。另外，村里

可以通过拍微视频等宣传方式，广泛

宣传凤翔泥塑，让更多人知晓凤翔泥

塑的美。

凤翔泥塑源起何时？

保护原味儿不能丢

传承好技术核心——纹饰

曾有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想
创业，选择了做泥塑这条路，他说，做
泥塑不需要投入多少本钱，一个小
门面即可，因为手艺就是最大的本
钱。一定要让自己的“本钱”够分量，
让顾客满意，就能将小店经营好。

这名年轻人不仅做传统的动物
泥塑，也捏一些器物、人物、花草，且
把原料扩大到软泥、陶泥，还到一些
幼儿园给小朋友们教做泥塑。周末的
时候，小店里不仅有预约的客户，也
有闲逛时引发兴趣想捏一捏的客户，
还有交了课时费来学习的孩子。平时
那些不会动的“呆”玩艺，经他的手捏
出来后神态各异，好像能叫出声来。

由此联想到凤翔泥塑，它的代
表作“平安马”“富贵羊”“福寿猪”被
选为中国生肖邮票图案，足见其受
欢迎的程度及文化魅力。泥塑艺术
蕴含着很多艺术价值和人文特征，
透过这些造型生动、色彩丰富、手法
多样的作品，让人们能够感受到这
些作品中的深厚文化。这种流行于
民间的美术作品来源于群众之手，

并装饰、美化、丰富了群众生活，表达
了人们的心理愿望和道德观念等，
世代相传且又不断创新、发展，成为
富有乡土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

前些年，凤翔泥塑由于家庭作
坊生产和价格竞争，发展受到了限
制，且单家独户生产缺乏产品创新，
制作的泥塑多是老面孔，制作也不
甚精良，大都在六营村的家中坐等

客商，外出展销找市场的艺人很少。
近些年来，为了让凤翔泥塑在市场
中更好地发展，凤翔六营村尝试了
统一的泥塑质量标准、统一的价格，
参加一些工艺品展销会，想办法使
泥塑工艺品走上产业化道路，逐渐
以物美价廉、形态可爱迎合了市场
需要。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会使凤

翔泥塑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
特性。首先要生存下去才能谈发展，
生存是硬道理。民间工艺美术最根
本的性质是装点生活，放在家中是
一个乡土味十足的摆件，也可以作
为礼品，年节时赠送亲友，价格也不
贵，有地方特色，俗中有雅，老少皆
宜。它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
家家户户每天都需要，一家有几个
摆在客厅书房就可以了。但全国的
市场却很大，有必要将有风格的泥
塑作品推销得更远，让更多人喜爱
并购买。

发展了多年之后，不少人发现，
凤翔泥塑的批量生产较个性化出

品，虽在量上取胜，能让更多的产品
走入市场，但是如果不重视创新，重
复性制作，依然是守在村里等客来，
也会失去已有市场。市场需要什么，
艺人就做什么，根据客商的需求制
作，对接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这
是泥塑工艺品的生存之道；同时，泥
塑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特定
的文化价值，对于喜
爱并愿意收藏的人而
言，更需要能创新、出
精品的泥塑作品。

“泥耍活”要常有
新面孔，这是泥塑艺
人肩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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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耍活要有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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