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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陕西凤翔泥塑的装饰、色彩应用、造型形式上入手，去诠释那些质朴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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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明朝初年，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

防御力量，朱元璋将御林军第六营调遣到了

凤翔，后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其中部分人员

重操入伍前的陶瓷制作手艺，利用当地黏性

很强的板板土和泥捏塑泥人，制模、做偶、
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人购泥塑

置于 家 中，用 以 祈 子、护 生、辟 邪、镇 宅、
纳福。六营村的脱胎彩绘泥偶由此出名，并

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民间美术中独具特色的

精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陕西凤翔县城向

东约四公里是纸坊镇六营村，这里就是名扬

中外的彩绘泥塑专业村，几乎家家都做泥塑。
2006 年 5 月 20 日，凤翔泥塑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西凤翔泥塑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中，

稳固地保留着自己的形态并得以凝聚发展成

民族特征浓郁、蕴涵民族观念和情感的艺术

形式。凤翔泥塑中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潜

藏着、维系着中华民族文化之魂魄，在长达

数千年 的 传 承 中，显 露 出 个 性 鲜 明 的 审 美

特征。

一、凤翔泥塑艺术特色

1． 凤翔泥塑艺术的色彩

色彩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象征

意义。“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 绿色次

之，用于王府及寺观; 蓝色像天，用于天坛。
其他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宫别馆。”［1］

此外，不同地域也具有不同的色彩审美特征，

凤翔泥塑的色彩就是一例。简单地说，凤翔

泥塑的色彩分为两种类型即 “彩色”和 “无

彩色”。据民间艺人描述凤翔传统的彩绘泥塑

所使用的染料有四种颜色，包括红色、绿色、
桃红色 ( 民间艺人称为色红) 和黄色。这些

粉质的植物性染料色泽艳丽，色彩分明。这

些染料可以直接购买，买回来后取一定的量

放到碗里，加入水和骨膠，水的用量要根据

使用颜色的饱和度，然后放到炉子上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在水沸腾以前停止加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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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以后颜色会沉淀到碗底，颜色会变黑，

影响明度。彩色的泥塑上色的次序为大红、
桃红，再上 黄。色 彩 全 部 使 用 五 行 色: 白、
青、黑、红、黄， 以 象 征 金、木、水、火、
土。他们认为绿色象征万年长寿; 红色暗示

红红火火; 黑色则庄重典雅。通过对色彩秩

序化的处理，将复杂的色彩根据其造型的特

点进行设计，利用对比色、渐色、补色等手

法力求达到画面层次丰富。此外，以秩序化

的处理去把握视觉效果，在形式上简化的同

时也带来了丰富性和愉悦性，提升了形象的

生动性和可读性。“无彩色”的泥塑在处理黑

白关系时他们能恰到好处地应用线条的长短、
面积的大小来控制画面的节奏和韵律。由于

黑、白色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们在色彩关

系中的特殊作用，它们的对比具有强烈的效

果，微妙而耐人寻味。凤翔泥塑用简单的黑

白两色将 “大俗就是大雅”这种意境表现得

恰到好处。许多泥塑作品用黑色的线条就勾

勒出生动丰富的生命形象。

2． 凤翔泥塑艺术的纹饰和造型

《凤翔县志》记载: 县境内发掘出土的春

秋战国、汉、唐时期的古墓随葬器物中，有

各种形态的动物、人物陶俑，如虎、牛、鸽、
猪、狗、羊、独角兽、骆驼等，其型制相似

今日之泥塑。对凤翔出土的春秋战国墓中的

彩绘陶俑研究发现，陪葬彩绘陶俑的制作工

艺和今日的彩绘泥塑制作方法有许多相同之

处，都是内为空心，分两片粘合成型。不同

的是，陶俑成坯后入窑烧制，出窑后再上彩;

而彩绘泥塑作品不经过烧制，泥坯晾干后直

接粉白上彩。专家考察后认为一些在西周青

铜器上出现的纹饰，至今仍然被凤翔泥塑所

采用。凤翔泥塑集中表现了周秦汉唐以来开

脱张扬、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它吸收了当

地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泥塑纹饰上独树一

帜。在凤翔泥塑的纹饰上有先秦类似饕餮纹

饰与图腾文化的神秘和古朴，也有汉唐的丰

满圆滑与强悍威猛。它憨态可掬，鲜活生动，

质朴豪放，粗中有细。

虎 牛

( 宝鸡出土) ( 宝鸡出土)

虎形尊 青铜器 大斗牛 青铜器

( 宝鸡出土) ( 宝鸡出土)

牛 铁器 陶器 陪葬品

( 宝鸡出土) ( 宝鸡出土)

卧牛 ( 作者胡新民) 牛 ( 作者胡新民)

羊尊 羊灯

( 宝鸡出土) ( 宝鸡出土)

通过出土文物与当前凤翔泥塑艺人创造

出的作品进行对比，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凤

翔泥塑的造型以及纹饰的来源。
凤翔民间艺人始终追求质朴、浑厚的装

饰风格，在装饰纹样上选择代表性的物象造

型。在艺术 表 现 手 法 上，通 过 概 括、归 纳、
夸张、变形、分解、构成，从而成为凤翔泥

塑装饰的主要特征。同时，他们还注重在众

多别样的形象中，以自身独特的审美感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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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典型的要素，善于发现和利用自然环境

中普遍和规律性的物象。例如: 胡深、胡新

民、胡永新、韩锁存同为凤翔泥塑艺术的传

承人，但在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有特

点。胡氏传承人的坐虎在老虎的耳朵和脊梁

上均有莲花和童子的造型，而韩氏的装饰相

对较少。

坐虎 ( 作者胡深) 坐虎 ( 作者韩锁存)

坐虎 ( 作者胡深) 坐虎 ( 作者胡新民)

挂虎 ( 作者胡永新) 挂虎 ( 作者胡深)

泥塑造型经过他们艺术化的处理和分解

后，其造型风格富有张力，更稚拙、更明朗，

也清新。它表现吉祥思想内容的艺术手法丰

富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是象征和寓意的形式，

映射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和心态，创

造了巧妙意趣的艺术形象。
依据凤翔泥塑图案含义的异同，凤翔泥

塑纹饰可概括为两种类型: 其一，自然物象

类; 其二，几何装饰类。自然物象类纹饰有

花卉、贯钱、植物、石榴、艾草、海棠、水

波纹、蝴蝶、牡丹等。几何装饰类: 点、线、
面、直 线、曲 线、漩 纹、漩 涡 纹、曲 纹 等。
使得泥塑纹饰线条洗练、自然流畅、富于变

化，造型简洁、夸张，显示出一种凝练的秩

序美。比如: 在“泥老虎”的造型上装饰的

内容有花卉、贯钱、植物以及点、线、面等，

使得老虎的形象既威严又不失灵气。凤翔泥

塑的装饰 手 法 古 拙，其 灵 动、凝 重、轻 柔、
典雅、庄重、单纯、精细的艺术形式被充分

地表现 在 不 同 泥 塑 的 载 体 上，没 有 太 多 的

粉饰。
凤翔彩绘泥塑有三大类型，一是泥玩具，

以动物造型为主，多塑十二生肖形象。十二

生肖泥塑极具特色，如马年发行的生肖邮票

是以凤翔泥塑马为图创作的。作为秦汉文化

重地的民间艺术品，马的前图案为秦汉时期

的双獾纹，表示青梅竹马; 五个墨点表示五

子夺魁; 马鞍上的图案为青铜器上常有的角

形阴阳纹，表示生息养生; 马尾上的十二道

纹络，代表天干地支，表示生死轮回永不停

息; 马后还有七点，代表北斗七星，表示老

马识途、吉星高照。二是挂片，有脸谱、虎

头、牛头、狮子头、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等。
其中挂虎属挂片类，虎头暴额突睛，双眉为

两条相对的鱼，鼻子为人祖，有趣的是鼻子

中插着三根火红的辣椒，据泥塑艺人解说，

民间话说妇女的泼辣，借之渲染虎的厉害。
虎头的 “王”字为牡丹所替代，象征富贵。
虎面的其他纹饰多为五谷、花草、蔬果的结

合，反映了自然界生生不息、开花结果的永

恒规律。三是立人，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

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凤翔泥塑所呈现的装饰

图案、色彩等内容，以及其独特的艺术语言

表现的外在形态，丰富了审美的情趣，符合

民众的审美定向期待。
凤翔泥塑在造型上具有先秦类似饕餮纹

饰与图腾文化的神秘和古朴，也有汉唐的丰

满圆滑与强悍威猛。它憨态可掬，鲜活生动，

质朴豪放，粗中有细。凤翔泥塑以其稚拙古

朴、粗犷夸张、简练概括、形态逼真、威武

可爱的造型，艳丽大方、对比强烈的色彩，

奔放流畅、酣畅淋漓的线条，内涵丰富、浪

漫神奇的纹饰而称道。有古色古香之风，大

俗大雅之韵，饱满热烈之美。它运用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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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粗塑细描与浓墨重彩的表现手法，反

映了劳动人民的生命内涵与纯朴。它集奇异、
热烈、大气、憨 实 为 一 身，溶 祈 愿 与 现 实、
历史与现代、民俗与时尚、传统与文化于一

炉，是我国乃至世界民间艺术园地中的奇葩。

二、凤翔泥塑艺术的文化内涵

凤翔泥塑无疑属于民间工艺美术众多明

珠中璀璨的一颗。凤翔泥塑真实地记录了华

夏民族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即民间习俗的

衍变过程。它的独特形态的形成，它所使用

的独特的艺术语言，都与我国古代的众多学

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流传至今天的

凤翔泥塑，与产生地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
历史演变、文化积淀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血

肉联系。因此，要想深入地了解凤翔泥塑，

就必须比较全面地了解凤翔，了解它的地形

地貌、历史沿革、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民间

习俗。
凤翔古称 “雍”，为华夏 “九州”之一

的雍州 中 心 地 带。先 秦 19 公 在 此 建 都 294
年。“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以此为基地

“拓 地 千 里，独 霸 西 戎”，创 建 了 “天 子 致

伯，诸侯称贺”的霸业。公元前 238 年，秦

始皇在雍城宗庙行加冠礼，开始亲政。“安史

之乱”中，唐肃宗驻跸于此，指挥平叛，时

号“西京”。至德二年 ( 757 ) ，取 “凤鸣于

岐，翔 于 雍”之 意，改 称 凤 翔。宝 应 元 年

( 762) 改称天兴县。唐末李茂贞割据凤翔，

劫持昭宗，“挟天子以令诸侯”。金世宗大定

十九年 ( 1179) 至今称凤翔。
凤翔泥塑是以立体的造型来表现民间艺

人们的情感，泥塑艺术把它们内在的精神需

求以物态化。他们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并与

当地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 “对于民间

艺术来说，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是民

间艺术产生、发展和生存的背景，是民间艺

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基础，一定的生活方式和

文化方式决定并影响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动机、
样式和存在形态。”［2］凤翔泥塑所蕴含的非物

质文化 是 在 泥 土 中 产 生 的，既 深 深 扎 根 在

民间。
“民间美术的主流始终结合劳动人民的生

活，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起直接作用。
它的价值不是单纯用眼前的经济效益可以衡

量的……应该使已经前进了的生活由于民间

美术的渗入而更充实、更美好。不是为了点

缀，而是一种提高。”［3］( P79 ～ 80) 中国人历来重视

心性、重视心境。在这种文化精神的统摄下，

陕西凤翔泥塑艺术造型的认知态度和创造行

为无不显现出重视自我、强调心源的倾向。
凤翔泥塑作品不论在造型或形式上都是为大

众所熟悉的，体现的也都是下层劳动人民追

求圆满和合、祈祥求福的情感。在创作和情

感的表达上，没有矫揉造作，完全是泥塑艺

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其艺术创作是为了

满足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娱乐性的劳

作。也正是这种心与物自然和谐的交融造就

了民间艺术质朴、率真的艺术特点。此外，

“装饰作为文化，一是因为装饰作为人类行为

方式和造物方式所具备的文化性和文化意义，

二是装饰作为装饰品而存在所具备的文化意

义。装饰品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文化品类，

它的存在价值在于文化价质或文化意义，即

装饰品类本身首先是文化的产物，其次本身

是文化的物化形态，这种物化形态是整个社

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与整个人类文化系统

相关联。”［4］( P4 ～ 6)

凤翔泥塑艺术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他们在深刻理解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艺术

的再创造。例如他们在进入创作之前，结合

了民间已经约定俗成的观念之一，即 “寓意

性特征”。因此不同的事物在凤翔泥塑中有着

不同的象征意味。石榴，意多福多子; 艾草，

意去毒辟邪; 海棠，意富贵; 贯钱，意万贯

利钱。这些符号承载了特定的寓意或内涵，

创作者与审美者之间已达成了审美上的共识。
同时，民间艺人又将自己主体的认识融入其

中，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泥塑艺术。张道一先

生曾将这种以物寄情的内容和手法总结为几

点。其寓意内容概括为十个字: “福、禄、
寿、喜、财; 吉、和、安、养、全”; 寓意手

法为: “表号、谐音、象征”［5］( P605) ，其实就是

民众所向往与追求的生活境界，把这些美好

的愿望用他们最熟悉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这

些都是内容十分抽象的概念，如何把这一抽

象的概念予以恰当地表现? 凤翔人凭借着自

己的智慧将这些愿望对应至一定的具象实物

中去，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独具特色的泥

塑品。寓意手法是民间艺术的精华。它以深

邃而丰富的寓意思想，融物、意、情、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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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凤翔人用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创

造着自己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体现着自己的

艺术观念。
凤翔泥塑在生活和实践中融入艺术的再

造想象，创造出了精美的泥塑艺术品，将吉

祥美好的寓意巧妙附着在艺术品身上，作为

一种固定的象征，既满足人们对这些寓意的

寄托，又得到了民众的集体认同。由于这些

寓意特征在其进入泥塑艺术作品之前，就已

成为了社会性的造型符号，凤翔泥塑艺人在

运用这些符号并赋予新的精神内涵对物象进

行艺术创作时，又将自己主体的认识与现实

的感受融入其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共

性与个性的相融合”。造型的别致性和寓意的

朴素性在精神层面反映了人生命活动的自我

实现的需要。凤翔泥塑艺术正是民众为了满

足自身社会生活需求而创造的民间美术载体

之一。它反映着当地地域历史文化的面貌，

也蕴涵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宇宙观，代表着中

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哲学体 系 以 及 以 人 生 和 人 行 为 观 照 的 文 化

特征。

三、凤翔泥塑艺术的美学特征

1. 自然之美

凤翔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泥塑的杰出代

表之一。凤翔泥塑有其自身的特殊语言，简

言之，即用占有一定空间的物质实体的变化，

塑造可以观看、触摸的形体，形成艺术形象，

借以再现生活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审

美意识。凤翔泥塑作为陕西民间原生态的艺

术，形象具体生动，内涵丰富深邃，手法粗

犷简练，他们在塑造对象时不违反自然，遵

照自然规律来行事。正是他们遵循自然的原

则，使得艺术作品看上去土味十足，而土气

正是民间美术艺术个性、独特魅力所在，充

分表现出自然和谐的美学特征。
在凤翔人眼中土地是黄的、太阳是红的、

天空是蓝的、田地是绿的，这些客观的认识

来源于自然。尽管在实际上色的过程中与自

然界的颜色有些许的不同，他们也没有系统

学习色彩知识，可能不知道补色、渐变色、
对比色等色彩常识，但泥塑艺人的直觉和经

验促使他们恰到好处地应用了相关色彩知识。
在他们潜意识里流露出的就是自然质朴的色

彩观念。因此，崇尚自然之美成为凤翔泥塑

的美学特征之一。
2. 质朴之美

凤翔泥塑的形象塑造极富趣味性的审美

特点，它们质朴率真、粗犷洒脱的气度呈现

出质朴的审美价值取向。凤翔泥塑的造型独

特，体现出艺人独具匠心的创造性。他们把

老虎塑造成憨态可掬或者威风凛凛，有的具

有王者风范，有的像顽皮的孩子。因此质朴

之美是凤翔泥塑艺术的形式体现。凤翔泥塑

艺术的创作根本是源自民众的自我意识和愿

望，由自身基于生活的直接需要和生命力的

表现欲望，围绕着人们的生活范围内的族群

关系，自觉地展开。
此外，泥塑的创作过程是作者心灵的宣

泄，在塑造和装饰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心灵上的

极大满足，直率、质朴的创作欲望随着情感自

然呈现和升华。技艺上也并没有规范的程式和

难以塑造的技巧，更显出质朴淳厚的美。
3． 审美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民间审美意识更多地保持了中国传统审

美意识的原初意义。它更实在、更功利、也更

执著人生的生命价值。”［6］ 凤翔泥塑被大家欣

赏，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 众所周知 2002 年、
2003 年，陕西一级工艺美术大师胡新民和老艺

人胡深合作的泥塑马、泥塑羊连续两年被国家

邮政总局邮票设计司确定为生肖邮票主图案;

2007 年胡新民设计制作的“福寿猪”，再次打

动了国家邮政总局的专家，不仅被选为了 2007
年中国邮政有奖邮资明信片的主图，还再次荣

登 2007 年中国生肖邮票。作为中国民俗文化

四大泥塑之一的凤翔泥塑，其代表作 “平安

马”、“富贵羊”、“福寿猪”被选为中国生肖

邮票图案，足以证明其文化魅力。造型优美、
色彩亮丽，仅仅是凤翔泥塑一部分，更多的是

它所蕴含的功利因素，它的色彩、造型、寓

意，符合人们对平安吉祥的渴望。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

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

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原则是

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

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可称为民族

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同

时必须具有两个条件: 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

响; 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

的作用。”［7］凤翔泥塑艺术独特的审美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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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的审美

具有本原的凝聚力、勃发的原动力和连续性

特征，他们充盈了 “返归自然，物我为一”
的老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以其自然虚静为

怀，跃入一种和谐自然、气韵生动之美的境

界，实质上这正是民族传统之艺术精神，中

国艺术所特有的美学内涵。
民间艺术的传达语言是相当完整的象征

符号体系，凤翔泥塑是最普及、最具生命力

的，凤翔泥塑介于这个符号体系，形象地表

达了它的艺术内容和美学本质，成为民间物

质文化不可或缺的艺术内涵形式。凤翔泥塑

与民间信仰在此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祈子、
护生、辟邪、镇宅、纳福的思想观念直接或

间接地渗透到泥塑创作和审美之中，使其充

满淳厚的精神内涵。透过朴实的泥塑我们看

到的是一个崇尚自然、崇尚生命的精神产品。
“质朴、率真、稚拙”，这样的艺术作品在当

代“理性冲突”与 “感性冲突”交替的时代

将带给人一片精神的净土。返璞归真、回归

自我应该是凤翔泥塑艺术最真实的审美精神。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006 年 5 月 20 日，凤翔泥塑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 年 6 月 5 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陕西

省凤翔县的胡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226 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进入博物

馆保护，胡新明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他

首先不同意有些人对于民间艺术的保护理念

———一成不变的沿用过去的传统手法，传统

作坊，这就是保护。胡新明觉得要保护民间

艺术就要为民间艺术找市场，有了市场才能

进行有效保护，有了市场才有人将民间艺术

传承下去。而民间艺术的市场怎么找? 应该

是将传统的民间艺术和时代结合起来，设计

出当代的民间艺术品，让民间艺术品烙上时

代的印痕，才能延续其生命力。创新，才是

民间艺术的真正出路，也是民间艺术的传承

之路。凤翔泥塑上了马年邮票、羊年邮票，

这恰恰都是创新的结果。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胡新明坚持着自

己的选择，并用一次次的成绩证明着自己的

选择。胡新明投资 130 万元，引资 100 万元，

在六营村兴建了占地 15 亩的西府民俗艺术博

览园。胡新明说，他修建民俗艺术博览园的

目的在于挖掘、抢救、保护、开发、传承凤

翔乃至陕西省濒临断代失传的具有代表性的

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组织年轻一代学习传统

技艺，培养新一代民间艺人，推进民间艺术

市场化、产业化，使之成为广大农民脱贫致

富的一大途径。的确，凤翔泥塑的创作仍需

从民间艺术当中吸取营养，融合时代精神并

不断超越自我，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又不失

传统意蕴的艺术作品，只有这样凤翔泥塑艺

术才会薪火相传，创造更多优秀的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艺术品。
从艺术发生学角度说，民间艺术是一种

母体艺术，本原艺术。凤翔泥塑独特的造型

不仅仅显现着技法，更传递着一种精神。艺

术是人类传达精神的载体之一，民间泥塑艺

术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美学思想，映射着民族精神的光芒。

( 责任编辑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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