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凤翔泥塑艺术
文 /郑玲玲

凤翔泥塑是民间艺术中的绚丽瑰宝
.

是凤翔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

它造型多

样
,

表现手法率真而朴实
,

稚拙而有情趣
.

具有鲜明的象征性
,

寄托了人们心灵深

处的美好愿望
.

体现了远古的文化气息和浑厚古朴的审美品格
.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

值和研究价值
。

凤翔的泥塑得古风土俗浸润
.

经百

姓世代锤炼 形成地域性颇强的造型模

式
。

无论大型挂件摆饰品或小型持玩 凤

翔泥塑形制均匀 概括洗练
,

略细节而蓄

形式 蕴淳厚刚健质朴的特质
。

凤翔泥塑

设色严谨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

气息 是珍贵的民间文化资源
。

一
、

凤翔泥塑的由来

凤翔处于陕西八百里秦川之西
,

宝

鸡之北
.

南临渭河
,

曾为周秦两代重要郡

都
.

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

凤翔泥塑是这

里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品之一
。

凤翔

泥塑
.

旧称
“

脱胎泥偶
’ `

在民间叫
` ’

耍

货
” 。

相传明代洪武年间 有一支军队打

了胜仗赶走了元人
.

在凤翔安营扎寨
.

垦

荒种地
,

其中有部分士兵是江西人
,

有陶

瓷手艺 就地取材一种接近陶土的
“

板

土
” .

钻性强
.

加水晾干
,

硬而不易破裂

加入碎纸砸匀 试着捏塑出泥塑出售
。

随

着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滋养 形成了凤

翔特有的泥塑艺术
。

凤翔泥塑是当地人民性最广泛 地

域性最鲜明
.

民俗内容最深厚的一种文

化形态
。

它与凤翔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
.

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生病

求吉
、

五谷丰登
、

求子祈福
、

生意求利
,

都有泥塑的身影
。

它渗透着
“

驱邪攘灾
、

祥和平安
` ’

的象征寓意
。

寄托了人们心灵

深处的美好诉求
.

表达了对生活的理解
、

热爱和追求 传达出他们祈求平安祥和
、

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
。

二
、

凤翔泥塑的艺术特色

凤翔泥塑与其他西北民间艺术互相

融合 体现了西北民族文化浑厚
、

古朴的

审美品格
。

表现手法率真朴实 古拙而灵

秀 有着夸张粗犷的艺术特色
。

件件泥塑

都被赋予了生命
、

思想
、

信仰
,

充分反映

了劳动人民淳朴
、

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

蕴含着华夏文明的博大
、

阳刚的民族气

魄
.

凝结着完整的中国本元造型艺术的

色彩特征
。

1
.

以色寄情

五行色彩观

凤翔泥塑的色彩
,

具有响亮
、

饱和
、

鲜明的审美效果
。

常常运用大红大绿
.

这

一点体现 了
“

红红绿绿 图个吉利
` ’

的民

间美术色彩观念
。 “

色彩作为一种纯物理

性的现象与民间文化观念相关联
,

被作

象的能力
。

民间艺人运用色彩是相当丰

富大胆的
.

因而可以启发我们如何运用

色彩得到更好的装饰效果
。 “

lzl

最后
.

我国传统的民间年画艺术可

以对现代平面设计师有着很好的启迪作

用
,

设计师也可以从中领悟到深刻的文

化底蕴
.

体会到传统的劳动人民如何表

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

平面设计师也利

用这些民间年画的一些特有元素 进行

重新组合和构建
,

设计出既体现出现代

人的所想所思
.

也可以体现我国传统文

化内涵和神韵 进而又把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的特色
、

理念和精神发扬光大
。

像

人们常说的
.

传统的就是世界的
。

当今
.

由于社会经济的转型
,

民间艺术赖以生

存的环境已不复存在
.

所以如何尽我们

最大的努力把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在现

代设计中表现出来
.

让世界了解我们优

秀而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
.

作为一个未

来的设计师这是责无旁贷的
。

注释
:

【1」中国旅游品牌网 (ht tP
:

/ / w w w
.

Br a n d 00 1
.

e o m )

【21 9 6 五省民间艺术展暨理论研讨会

纪要
.

美术研究
.

总第 2 期
.

232 一 233 页

参考文献
:

【1] 唐家路
、

潘鲁生
.

中国民间美术导

论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

2000

【2」王树村
、

王海燕
.

年画
.

杭州
:

浙江

人民出版社
.

2 00 5

【3] 阮荣春
、

胡光华
.

中国近现代美术

史
.

天津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 00 5

作者简介
:

姚敬旭
,

武汉理工 大艺术设计学院

研究生

编辑
:

郑钢岭

DOI : 10. 16129 /j . cnki . mysdx . 2007. 10. 024



. . . . . 美而 : {: 日。:

为一种象征手段 加以延伸并拓展了它

的内在性质 与其他事物相联系
。 ” l[]在中

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白
、

青
、

黑
、

红
、

黄

这五种原色被作为色彩之正
,

即正色或

五色
。 “

中国原始五行观早将五色视为世

界诸方色相之源
.

中华民族自古便执着

于色彩浓度与纯度的追求
。 “

l2] 早在古时
.

刘熙 《释名》 中就曾指出
: “

青 生也 象

物生时之色也
’ `

; “

赤
.

赫也 太阳之色

也
“ : “

黄 晃也
。

晃晃日光之色也
` ’

: “

白
.

启也
。

如冰启时之色也
’

“
`

黑
,

晦也
。

如

晦冥之色也
’ ` 。

这五种颜色蕴涵了吉利祥

瑞之气
。

凤翔泥塑同样是严格按照五色

观念来着染的 全部使用五色以象征五

行的金
、

木
、

水
、

火
、

土
。

泥塑常以墨线

勾勒
,

用红
、

黄
、

青作为主色 在黑白相

生的映衬下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色彩观
。

对这五种颜色 凤翔泥塑艺人在实践上

有自己的理解
,

黑为
“

力
’ ` .

如画中石
;

白有大之意
.

如画中天与地 红为
“

心
“

如钟馗表正义
;

绿为
’ `

生
” .

如画中草木
,

勃勃生机
;

黄为
“

熟
` ’

如画中之果实
.

和

合美满之意
。

显然 色彩在凤翔泥塑作品

中的意义反映了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规

律和人们惩恶扬善的美好夙愿
。

在这里
,

色彩已完全成为一种观念性的阐释和象

征意义的载体 已不再是单纯的感知视

觉形式
。

和谐对比色

凤翔泥塑赋彩
.

特别强调色相的对

比性
,

极力显示对比特有的张力和刺激

性
。

也正是这种色彩意识 造就了凤翔泥

塑的色彩特征 火爆热闹
、

明快响亮
、

浓

重淳厚
、

鲜艳绚丽
。

凤翔泥塑均以白粉打底
.

然后表面

施红
、

黄
、

绿
、

黑等色彩
.

充满喜庆气氛
。

如挂面虎片中双耳
、

眼
、

唇
、

鼻采用红绿

色对比 在注重色彩冷暖对比中又追求

统一的视觉效果
.

在其间点缀黄色
.

正符

合了民艺口诀中道出的色彩观
’ `

光有大

红大绿不算好
,

黄能托色少不了
` ’ 。

再如

花牛泥塑同样是运用大红大绿赋色
.

其

主要部位 牛头
、

尾用黄色衬托
.

黑色斑

纹点缀周身
。

这种在大红大绿色彩中点

缀间色搭配的方式
.

起到了在对比刺激

中寻求和谐
、

平衡视觉效果的作用
。

2 以物寓意

民间吉祥艺术是一种典型的象征寓

意艺术 吉祥题材作为客观事物
.

它承载

了某种吉祥的寓意或深刻内涵
.

与人们

的吉祥观密切相联
。

如王朝闻先生所指

出
: “

当人们一定的善恶观念
,

是非观念
.

美丑观念和人民对它的某些特殊的感受

相联系 它的某些特征在感受中才具备

表现特定的思想情感的作用
。 ` ’

131 吉祥主题

中的以物寓意也是凤翔泥塑艺术的一大

特征 泥塑作品中的题材
、

图案纹样
、

色

彩等 成为吉祥观念和象征性寓意符号
.

频繁出现 运用象征来寓意寄托人民的

生活理想和愿望追求
。

虎是其中运用最广泛 的动物之一
。

虎面挂片和坐虎是凤翔泥塑作品中最具

代表性的
,

也是传统虎文化的集中体现
。

古代
.

虎被尊为神兽
.

崇拜虎
,

以虎为图

腾
,

早在商周时期西部地区部族之中已

经是普遍现象
。

《风俗通义
·

祀典》 谓
:

虎者 阳物
,

百兽之长也
。

能执搏挫锐

噬食鬼魅
“ 。

虎被人们赋予神力
,

对虎的

崇尚意味着人与神性的合一
,

充满了对

生的希望和对死的无畏
。

泥虎是另一个

突出表现 凤翔的泥虎直接继承了周秦

汉唐文化
,

乃至远古虎图腾若干文化因

素
,

被赋予镇宅祛凶
、

祈子增寿
、

招财纳

福等多重内涵
。

凤翔的虎面挂片
.

是用胶泥掺加棉

絮或纸浆经过反复揉合 捶打
,

用模具翻

模后彩绘而成
。

虎面挂片造型怪诞
、

神

奇
.

既威严狞厉又热烈温和 表现了吉祥

瑞兽的形象
。

整个虎面挂片 圆中有方

两耳向上直竖 显得雄威虎气 有刚正之

美
。

面部五官造型紧凑
,

夸张又生动得

体
,

眼睛为日月
.

均为太阳形 鼻子为人

祖 常勾金钱符号
:

眉毛为阴阳鱼
,

额头

为莲花
,

或三仙果之一石榴或桃
;

下巴为

牡丹
.

鬓角作佛手 双耳脸颊画梅花
.

两

腮皱染卷曲胡须
。

虎面挂片具有诸多内涵
,

首先
.

表现

在用五行色绘出的纹样上
。

这些纹样的

寓意主要有
:

莲花
,

象征女阴 喻吉祥
、

海棠
、

牡丹
,

喻荣华富贵
:

石榴
.

多子多

福
;

艾草 辟邪祛毒
;

辣椒
.

威风厉害

贯钱
,

招财进宝
;

化生童子
,

增寿宜子
;

十二生肖 压胜
,

祈福纳祥
。

其次 虎头

上的
“

王
’ `

字被牡丹富贵花所取代
.

虎面

6 2



的其他纹饰 也多以五谷或大自然中的

花草
、

果实等巧妙组合 淋漓尽致地反映

出自然界生生不息
,

开花结果的永恒主

题
。

虎面挂片造型与现实的老虎相距甚

远 但它却真实地抓住了虎的神气
,

在多

种组合中 既透露出虎的雄威 更感到和

善可亲
。

虎面挂片如虎似猫
.

貌似威猛
.

却幽默诙谐
,

意趣盎然
。 “

颤头
` ’

的加入
.

更增加了娱乐性
,

可掬可亲
。

凤翔泥塑艺

人用他们的想象创造出人民心 目中的理

想老虎形象
。

总之 多种彩绘纹饰的组合

与表现
,

反映出凤翔泥塑虎文化的多重

性和宽泛性
。

凤翔泥塑中的镇宅坐虎
,

饱满浑厚
.

铜铃大眼
,

炯炯有神
。

面部的阳性纹样和

躯体的莲花
、

牡丹阴性纹样呼应谐调
.

加

上浓艳的色彩
,

具有一派大自然生机盎

然的景象
。

虎身上绘有宝葫芦和石榴
.

均

表示多子
.

象征子孙绵延
,

两者均有人类

希翼生命繁衍不绝
,

子孙永享五谷丰登

的深刻内涵
。

祈福攘灾
、

趋吉避祸是人们在特定

历史阶段的精神需求 以攘灾纳吉为主

题的泥塑作品也成为凤翔泥塑的主要表

现题材
。

其中以五毒和钟馗为代表 在凤

翔泥塑中
,

五毒题材的挂片是用以避除

病疫
.

驱除邪魔
。

凤翔人民赋予五毒种种

神奇力量
,

追根溯源在于它们都能入药
.

具有镇痛祛毒
.

消肿化淤的治病功效
。

蟾

蛛一直被视为辟五兵
、

镇凶邪
、

助长生
、

主富贵吉祥的神物
。

凤翔泥塑艺人以蟾

蛛为主体形象
,

将其余四毒形象或浮塑

画在蟾蛛背上 从而获得醒目动人的艺

术视觉效果
。

钟馗是辟邪斩鬼之神 深受

人们欢迎和喜爱
。

凤翔泥塑钟馗均为镇

宅之物 其身着红袍 一手按斩妖剑
.

一

手高扬笛板 横眉怒目
,

疾恶如仇
,

充满

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

大约在元明之际
.

人们又给钟馗形象增加迁福内涵 使其

兼有福神的职能
。

所以 在凤翔泥塑钟馗

的衣襟和前额处常常绘有蝙蝠图案
.

以

喻福自天降
。

吉祥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

和共同的心理需求上逐渐形成的
,

也是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精神体现
.

作

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而生生不息
.

相生相

伴
。

凤翔泥塑的吉祥内容和审美形式已

深深融为一体
,

使泥塑真诚质朴的艺术

风貌与人们之间具有了天然的亲和性
,

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代代相传
。

凤翔

泥塑艺术是歌颂生活和追求吉祥幸福的

艺术
.

是人民精神和生活理想紧密结合

的情感化艺术形象
。

3 以形传神

泥塑艺人在注重对美的功利性追求

时
.

在创作过程中尽量删去与主题无关

的次要部分
,

在传达对象特点的同时进

行了大量的抽象
、

夸张处理
.

体现出高

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如生活中的白马

与松鼠
、

卧牛与小狗
、

羊
、

鹿和猪等
。

而

保护太平的挂虎
、

坐虎更不是原本的老

虎形态
.

凶猛中渗透人性的的特点
,

可

以说是意象和现实的完美结合
。

将立体

造型平面化
.

用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动物

形象
,

其形态生动
、

粗犷夸张
、

简练概括
、

威武可爱的造型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

象空间
,

它不再受形态的限制
,

大胆地塑

造出超出现实色彩而具有精神内涵的动

物造型
。

如大坐虎
.

尾巴进行了平面性的

处理
、

四肢也极度简化
,

对虎头中的眼

睛
、

鼻以及双耳朵进行了夸张性的处理

加入了颤头 显得威猛可爱
。

这种通过最

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情感
,

营造出天真烂

漫
、

率性生动
、

意象交叠的审美特征 泥

塑外形融入了主观表现的意趣 将自然

天成作为审美取向
,

正体现了传统艺术

中追求的
’ `

不肖形似
,

而求神似
”

的审美

境界
。

三
、

结 语

凤翔泥塑风格质朴
、

活泼
,

色彩单纯

而抽象化
,

既灿烂平凡
、

丰富浓烈 又纯

朴稚拙
。

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本元文

化和民族精神气质 它的吉祥象征寓意

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内涵 一种执着于对

善良
、

美好追求不懈的内涵
。

正是这些艺

术特色使凤翔泥塑成为我国民间艺术中

的绚丽瑰宝
。

注释
:

【11 潘鲁生
.

民艺学论纲
.

北京 北京

工艺美术出版社
.

1 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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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玩具的文化意义
.

见
:

中国民间美

术全集中
.

济南
:

山东友谊出版社
,

1 9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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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唐家路
.

民间艺术文化生态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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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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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6

【2」孙建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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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上海画报出版社
,

2 006

【3] 林通雁
.

陕西民间美术大系— 石

雕
·

泥塑 [M ]
.

西安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

2 00 4

4[ 」刘子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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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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