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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技术

摘　要：陕北面花以其独特的造型，广泛的题材，精美的
装饰，浓艳的色彩而著称，它贯穿于当地的民俗活动，反映了
陕北人民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及人们在民俗活动中求吉辟邪
的心理，揭示了陕北面花造型和题材与生殖崇拜之间的潜在
关联及其深层的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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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花又称“面塑礼馍”，因各地地理位置与民俗的差异而
称谓各异。面花是我国农耕时代的产物，是广泛流传于民间，
贯穿于岁时节日、风俗礼仪和信仰禁忌中的一种风俗礼馍，主
要流行在以面食为主的北方地区，遍布山东、河北、山西以及
陕西诸地，尤其在黄河流域最为盛行。陕西境内面花的制作主
要集中在陕西关中和陕北，陕北面花主要集中在洛川、延安、
富县和神木府谷等地，［1］这里的面花在造型方面更加夸张，装
饰精美、色彩浓艳，并含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有独特的审美价
值，表达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对生命的礼赞。

1    陕北面花艺术中蕴含的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变化无常的自然气候和自

然环境又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人们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并借助
想象创造出虚幻的世界，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某种人类战胜自
然灾害求取人类生存的力量，“万物有灵”观念就是原始先民
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识的成果，于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
的图腾崇拜的民间信仰由此产生并得以长久流传。面花艺术
是由古代图腾崇拜演化的产物，在陕北，面花以它广泛的应用
范围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它是伴随着当地百姓自我精神理想的
追求而展开，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神祇生物和神灵的崇拜上。

陕北面花主要题材是人们赋予生命寓意和象征的动植
物。例如，鱼、鼠、虎、兔、牡丹、葫芦、石榴等，这些题材广泛地
运用在民间的面花、年画、刺绣、剪纸上，这些动植物为什么能
够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祇动植物或图腾对象呢？原来这些动植
物题材有独特的双关寓意和象征意义，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人们心里崇拜和慰藉感。例如，人之初生，陕北风俗外婆和舅
家要送满月花馍，最为讲究的虎馍和兔馍，虎馍呈圆形，顶部捏
塑虎头，馍身装饰简洁精美，虎的形象威风乃万兽之王，被认为
是力量和威猛的象征，以虎为保护神，祈求神力保护，愿男孩子
虎气生生，健康平安的愿望就展现出来。兔馍造型灵巧生动可
爱，用以表现女孩柔美与灵气，兔馍成为祝愿女孩子善良乖巧
的必备礼馍。人们捏塑老鼠、兔子表示多子多福，用龙凤花馍
象征荣华富贵，捏塑鱼莲表示阴阳相合，这些看似平常的生物，
却被赋予新的寓意，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祇生物而加以崇拜。

插花面花主要是在主体造型上辅以更多小装饰，用牙签
或竹枝将其连接插接在主体上，陕北的插花“花供”是每年正
月十五庙会搭建“灯棚”供奉信仰神灵必不可少供品。供奉
的神灵之一就是送子娘娘，“灯棚”里怀抱婴儿的送子娘娘塑
像前摆有数排色彩绚丽、制作精美的面花，久婚不育的媳妇或
盼孙心切的婆婆就会到“灯棚”敬神请愿，待来年生下孩子，
还要做几对插花“花供”前去谢神，面花成为人与神灵交流的
礼品，这些习俗中的神灵信仰也延续至今。

2    陕北面花艺术中求吉辟邪的心里诉求
面花作为民间美术的一种，不仅是人们逢年过节、敬神祭

祖、婚嫁祝寿、走亲访友隆重的礼品，更多是通过面花传递着
人们对幸福、理想、信仰和对美好愿望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人
们赋予面花祈子延寿、驱邪避灾的主题内涵。

生存与长寿是人类的基本愿望，祈子延寿的心愿便通过
民俗活动展现出来。陕北面花中“曲连”是一个印有花纹的
大环形饼，这种面花礼馍外圆中空形如项圈，人之初生，亲朋
好友前来祝贺时将绑有红绳的“曲连”挂在孩子身上，祈求把
孩子锁起，无病无灾健康平安成长。老人年至花甲，祝寿时面
塑寿桃也是不可替代的礼俗佳品。

人类早期由于周围的环境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希望
能征服大自然，渴望生存的平安，于是人们便把驱邪避灾的美

好祈愿在节令习俗中用面花表现出来。清明节陕北流传家家
户户蒸“罐”，全家食用的“人口罐”则要求家中有几口人就
要蒸几个。“罐”是一个很大圆形馒头，内放鸡蛋，上塑有书本
文具、或麦屯粮仓，也有塑针线箩筐还有塑燕子孵卵的，食用
对象不同“罐”上雕塑面花也不同，但都折射出人们祈愿祖先
在天之灵保佑家族人丁兴旺的愿望。端午节正是夏至天气，气
候炎热干燥、蛇虫繁殖、瘟疫流行，陕北风俗端午全家同吃“烙
鱼”，这些面花，造型灵巧生动，人们把先蒸后烘干的“烙鱼”
用五色线穿起，像项链一样挂在胸前，表现出驱邪避灾、人丁
兴旺的主题内涵。

3    陕北面花艺术中生命繁衍的阴阳生息观
人类要生存，要繁衍，生殖和生命成为民间美术创造的一

个永恒的“母题”。陕北面花无论从题材上、还是从造型都坦
诚的反映陕北民间劳动者对生殖生命的真挚向往与渴求。

面花题材上，陕北人民赋予自然界中许多动植物生命的
寓意，并围绕“生命繁衍”这个主题，将面花内涵加以升华。
例如，鱼戏莲、老鼠吃葡萄、鱼钻莲、蛇盘兔、葫芦生子、凤穿牡
丹等面花，巧手农妇用面捏出的鱼、莲、老鼠、南瓜、葫芦、葡萄
等形态，并非被其外形所吸引，而是其多子的功能属性，这一
系列高扬生殖与生命意识的生物，流露出其对生命与自然的
深深的眷恋。

陕北婚俗里经典之作“混沌礼馍”，长两尺有余，上塑有
龙有凤，或鱼戏莲，“鱼钻莲”、“凤穿牡丹”。“鱼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很早开始指代情偶了”，也因此在面花中被广泛加以比附
和引用，一方面是因为鱼多子；另一方面是源于鱼的外形具有
男阴的外部特征，莲又是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根茎可以蔓延再
生，莲房又是蕴含生命的地方，把莲花比作女性就显而易见
了，而婚俗中面花上“鱼戏莲”“鱼钻莲”则指阴阳相交，男女
相合的生殖祈盼。

面花在造型上，阴阳相合的繁衍意识体现得更为明确，婚
俗中的混沌礼馍底盘长两尺有余，底盘浑圆，两头慢慢变细形
似鱼尾向中间卷成两个圆形，酷似如意，头部工艺精湛，多为
连体双鱼，或双兔双虎，尾部却浑然一体。原来这种造型表示
阴阳和合，化身万物，在混沌底盘上捏塑“鱼戏莲”、“龙与凤”
这些造型进一步表现男女调情相合的隐喻。

“罐”是清明节陕北人民为祭奠亡灵，缅怀先祖蒸的花馍，
有祭祀的“掰子罐”，和全家人用来食用的“人口罐”，“掰子
罐”又称“百子罐”，是一圆形大馍和馍上小鸟组成，祭祀时将
一部分掰子罐掰成块放入水中，泼洒坟前，其余带回家分食，

“掰子罐”是人们将繁衍后代的希望寄托先祖，意为掰开就生
贵子，或生百子，祈愿子孙兴旺。“人口罐”则是在圆形大馍里
藏一个鸡蛋，花馍以每个人当时所用器物为主表达寓意，捏塑
老鸡孵小鸡或燕子孵卵造型的人口罐，则是祈求子孙繁衍，罐
馍内藏鸡蛋，用以象征母体的罐中孕育新的生命，可见生命繁
衍的主题在民俗生活中随处可见。

民间美术产生于形形色色的民俗事象中，陕北人民用心
血和智慧将自己虔诚的信念和希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亲手创
造的面花形象上，面花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是民俗的产
物，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生存基础将被削弱，只有
对面花这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才能使它健康合理的传
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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