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Ｄｅｃ．２０１６

第３６卷第６期（总第１７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ｏ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６（Ｓｕｍ　Ｎｏ．１７４）

【来稿选登】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６７／ｊ．ｃｎｋｉ．ｊｂｕｓｓ．２０１６．０６．０３５

试论凤翔泥塑中民俗意象的消失及对策
＊

杜　艺
（宝鸡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陕西 宝鸡７２１０１３）

［摘　要］凤翔泥塑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鸡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中，具有强烈符号象征的

品种，是被物化的民间情感，具有强烈的民俗意象。近年来，由于产业经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凤翔泥塑出现

了简单化和审美化两个极端倾向，再加上老一代传承人的辞世和老去，其中蕴含的民俗符号渐渐遗失，有失去

非遗价值的危险。本文通过对传承人的采访，整理出凤翔泥塑较为完整的符号象征，并提出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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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多年前发祥于此地的周秦文化，在历史过程

中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以及渔猎文化频繁交流、
融合，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民间美术形式。随着时

代的变迁，许多品种失去了使用的环境和价值，其
中多数已经没落，仅在少数地区有零星遗存。而

凤翔泥塑却因为直至近代还在乡间使用，得以原

汁原味的保存，２００６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而在本地，因为开发旅游产业的需要，对这个

本来属于民间家庭作坊，父传子授的工艺品种进

行产业化改造。同时，也有大专院校引入教学内

容，进行当代市场环境下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在

这种状况下，宝鸡凤翔泥塑在全国的知名度极速

飙升，为民间工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也出

现了因为满足市场需求，一些产品质量不高，甚至

为了满足低端客户要求，对传统工艺进行简单化、
随意化的改造。而在高校参与的研发过程中，也

出现了以单纯审美为目的的设计，渐渐失去了民

间工艺美术品承载传统的文化内涵。
一、凤翔泥塑民俗意象的形成

关于凤翔泥塑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 认 为 泥

塑从人们学会生产陶器就出现了，是人们在生产

过行程中的一种消遣。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直接的

证据，只是从制作方法上进行的推断。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在元明时期，凤翔

地少人多，土地贫瘠，人们发现六营村边的“板板

土”适合制作泥塑，便用它作玩偶贩卖获利［１］。这

种说法在当地民间比较流行。
还有一种说法，是元代在六营屯垦的 蒙 古 士

兵带来的技艺。据六营村民间艺人、凤翔泥塑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胡深

介绍，现在全村人制作的以泥老虎为代表的凤翔

泥塑起源于元代。这种说法较为可信，但不能简

单地认为元朝士兵就是蒙古族，把凤翔泥塑归为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工艺品。从民间传说和实物证

据工艺特征来看，这是明代在六营地区已经发展

到 一 定 艺 术 水 平 的 北 方 民 间 工 艺，记 录 着 至 少

３００年以上的西府民俗符号［２］（Ｐ６７）。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六营村和周边 村 庄 生

产泥塑的农户达到３００多家，后在政治运动中中

断过 一 段 时 间，八 十 年 代 重 新 走 向 市 场。１９８０
年，我国开始发行生肖邮票，中国民俗文化四大泥

塑之一的陕西凤翔泥塑中的代表作“平安马”、“富
贵羊”、“福寿猪”，分别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７
年入选“国家名片”，泥塑鸡、泥塑猴以及泥塑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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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了特种邮票集邮册封面和封底，并注册了“平
安马”、“富贵羊”、“福 寿 猪”等 商 标［３］。作 为 民 间

文化凤翔泥塑也自此名扬四海，知名度不断提升。

２００９年，凤翔泥 塑 代 表 作 品“坐 虎”，获 得 中 国 民

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①。
现在，泥塑制作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凤 翔 县 六

营村。凤翔泥塑的传承人主要有三位：胡深、胡新

民、胡小红。
二、凤翔泥塑民俗意象的内涵

凤翔泥塑 在 当 地 被 称 为“泥 耍 活”［４］（Ｐ１０５），蕴

含着关中农民朴素的情感与智慧，继承了艺术起

始时期人们的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显现出质朴、
憨厚、粗犷的艺术特色。

从形态上，凤翔泥塑可以分为圆塑、挂片和杂

件三大类，圆塑造型以十二生肖动物为主，代表作

品是坐虎；挂片造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挂虎，也

就是各种风格的狮虎面部挂件，大小不一，彩绘精

美。另一类是镇宅辟邪的吉祥物，有钟 馗、财 神、
五毒等等；杂件就是一些小型的动物、人物，造型

随心所欲，不一而足。
凤翔泥塑在造型上夸张凝练，所有动 物 造 型

圆润温和、憨态可掬，从设计感觉上来看是比较成

熟的，并不是特别原始的简单夸张局部特征，更注

重了整体关系，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西部民

间工艺的一种原始模型。
在色彩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红大绿，是典型

的汉族民间色彩。大多数作品整体色彩以大红为

基调，像坐虎、挂虎、羊、牛、兔、鸡、狗 等。也 有 少

数以翠绿为基调，像龙、蛇和驮着五毒的青蛙等。
还有个别有其他颜色的，主要体现在一些比较随

意的杂件上。
三、凤翔泥塑符号象征的消失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使宝鸡地区集贸

市场和民间庙会迅速发展，曾经销声匿迹的凤翔

泥塑又开始 出 现 在 集 市 的 地 摊 上。从 上 世 纪９０
年代开始，凤翔泥塑在全国的美誉让六营村越来

越热闹。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和越来越多的订单，
让全村人都投入到凤翔泥塑制作的工作中，并形

成了胡深、胡新明、胡永兴和胡晓红为代表的胡氏

凤翔泥塑品牌。
胡深是让凤翔泥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 重 新 兴

起的关键人物。由于历史原因，传统凤翔泥塑的

创作曾经在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中断过，而在中断

之前，从 事 凤 翔 泥 塑 的 农 户 在 六 营 村 并 不 太 多。

改革开放之后，胡深重操旧业，将凤翔泥塑从乡村

的庙会摆上了宝鸡市的商品交易会，使这门技艺

重新受到关注。
首先是凤翔泥塑存在的环境也发生 了 变 化。

在文化旅游产业兴起的过程中，许多以前只是单

纯经营凤翔泥塑的外地商业机构，开始依托六营

村延展自己的产业链，设计出亲子游、民俗体验游

等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村上的农户不再单纯

依靠出售泥塑挣钱，也可以成为旅游接待户，拓宽

了收入渠道。为了做大做强以六营为核心的民间

工艺旅游产业，新建的高速公路延伸段一直通到

村口，让这个蜚声海内外的宝鸡凤翔泥塑之乡，得
以直接面对全国的同时，也让许多曾经以制作泥

塑为生的农户改作接待户。在这个本来可以让凤

翔泥塑去芜存菁的转变中，却因为种种原因，让凤

翔胡氏泥塑开始出现危机。
其次是为旅游而生产的泥塑产品，完 全 依 靠

价格优势互相竞争，破坏了由胡氏家族建立起来

的质量体系。因为泥塑的生产成本低廉，取材普

遍，所以在销售量猛增的情况下，村民们的生产销

售基本上各自为战，互相压价，导致许多产品粗制

滥造。而这些低劣产品所形成的市场印象，严重

影响了凤翔泥塑精品的价格，概念化和简单化的

泥塑品成了市场上凤翔泥塑的主流，从而对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造成误区。
胡氏凤翔泥塑的造型和彩绘是很有 特 点 的，

大小长短肥瘦都有一定之规，色彩和纹样的使用

也是具有民俗象征的，严格遵守，才会有凤翔泥塑

那种憨厚质朴的关中西部地域特色。泥塑的坯胎

是手工雕塑后，再用黄泥翻出模具，批量生产的。
许多村民并不具备制坯的能力，便用成品翻制模

具，长期下来，严重变形，产生出许多似是而非、奇
形怪状的泥塑产品。在彩绘上，由于绘画基础的

差异，凤翔泥塑中许多精致的图案已经不多见了，
更可怕的是许多有民俗意味的图案也不见了，代

之以简单的色块和叫不上名字的花朵。而作为经

销商，往往因为贪图价格的低廉，照单全收，对凤

翔泥塑的对外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有甚者，
许多外地经销商会根据所在区域的民俗喜好，要

求凤翔泥塑的生产者对作品进行改造，这种由片

面的审美需求所造成的影响，让部分凤翔泥塑出

现了莫名其妙的特征。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由于学术机构对宝鸡这一

独特民间工艺的推崇，曾经邀请六营村胡氏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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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代表人物，去全国各大高校讲学，并传授技

艺。这些行为，在把凤翔泥塑推向更高的审美平台

之后，造成了对这一民间美术品的过度解读，出现

了以单纯审美为目的的再创作，这些创作大多由美

术院校的师生完成，尽管从形式上趋于完美，但失

去了民间作品的乡野之气，有不接地气之感。
四、凤翔泥塑民俗意象的保护措施

由于以上情况的出现，发展中的凤翔 泥 塑 亟

需甄别和保护。

１．确立凤 翔 泥 塑 的 传 承 体 系。凤 翔 泥 塑 近

代主要在胡氏家族中传承，虽然这项技艺是共有

的民间遗产，但市场上畅销的许多产品，是胡氏家

族几代人重新设计新形象，进行过艺术创新并获

得过国家级创作奖项的。由于这家人在村中的厚

道，没有提出知识产权的概念，村民对于一些胡氏

创新作品形象的使用不但是无偿的，而且不需要

得到任何授权。这种无偿为村民提供致富门路的

“义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凤翔泥塑的艺术水

准。所以，必须有一个官方或者民间的机构，来对

胡氏凤翔泥塑的传承体系进行明确和保护，为现

在市场上品类众多、良莠不齐的泥塑作品正本清

源，并且对胡氏凤翔泥塑的每一个流派的风格进

行梳理，形成清晰的传承发展脉络。只有确立胡

深、胡新民、胡晓红、吴巧玲等人在胡氏凤翔泥塑

传承人中应有的地位，才有可能形成凤翔泥塑的

品牌效应，使凤翔泥塑的发展源远流长。

２．强化胡氏凤翔泥塑大师及传承人地位。民

间艺术的传承必须遵循民间的规则，彰显师门的严

肃性和唯一性。政府应对胡深在凤翔泥塑中的地位

进行肯定，并出资对其作品及技法进行专项保护，如
可成立民间与学院相结合的研究机构，整理出他在

凤翔泥塑创作中不可取代的珍贵资料。再将这些成

果应用到市场当中，塑造出凤翔泥塑的技艺领袖。

３．制定凤 翔 泥 塑 的 质 量 标 准。应 该 在 胡 氏

凤翔泥塑传承体系的基础上，建立销售体系。由

传承人来把握质量标准，将一般旅游商品和工艺

品严格区分，对一般旅游商品进行标准化大规模

生产的改造和设计，形成系列，减少人为影响，加

大销售数量。对于工艺品实行精品化、不可复制

的创作模式，形成以工艺美术大师和传承人为顶

峰的价格陡坡，准确地制定出不同工艺水平产品

的价格，形成凤翔泥塑的工艺精品概念。

４．明确凤 翔 泥 塑 的 民 俗 象 征 意 义。为 每 一

个时代凤翔泥塑的造型与纹样进行整理和记录，
简历完整的谱系。并对其造型与纹样中的民俗意

义进行书面整理，一一对应，用尽量多的方法进行

忠实记录，为下一步的开发留下翔实的资料。同

时利用影像手段，对凤翔泥塑的制作过程进行多

角度的记录，保持其工艺特征。
最后，必须控制凤翔泥塑的生产规模，以工艺

精品凸显艺术价值，使身怀绝技的传承人有较为

可观的收入，这样才能保证这门民间工艺的良性

发展，创作出真正具有时代特征的凤翔泥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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