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作者简介］王璐（１９８１－），女 ，河南新乡人，讲师，主要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研究。

浅析浚县泥塑文化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应用

王　璐

（安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河南 安阳 ４５５０００）

［摘要］浚县泥塑是豫北泥塑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为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文化

资源。将浚县泥塑文化引入高校艺术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促进民间艺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构建网络数字化

展厅，拓展泥塑文化的保护与宣传途径；树立产品品牌意识，借助商务平台增加销售渠道；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校企

开发模式，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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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北地区位于黄河两岸，具有创作泥塑作品
的地理优势。其经过长时间的黄河灌溉与泥土沉

淀，豫北泥土更加细腻、柔软，更适宜进行泥塑创

作。同时，豫北地区人民也充分展现了其聪明才

智，利用当地的环境优势，创造出了具有本地特色

的泥塑作品，浚县泥塑便是豫北泥塑文化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浚县杨
(

屯村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咕

咕”的集中产地，素有“泥玩具之乡”、“泥塑第一

村”之称，豫北地区具有特殊的地域文化特性，因

此成为了民俗学研究者眼中的活化石。２００６年，
“泥咕咕”被列入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

了国家级保护项目。

泥塑作品见证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发展史，同

时传承了传统历史文化。不仅承载着千百年来我

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目前，高校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对学生

学习技能的认知以及应用还不够全面，将民间艺

术———泥塑文化引入大学课堂，可以拓展学生的

认知水平，这不仅仅只针对于泥塑文化，也包括其

他多种民间艺术文化，这是对长久岁月下积淀的

艺术智慧的传承，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

殊的技能得以延续与发展。

艺术教育应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即在继承

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创新。将浚县泥塑文化引入

课程，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结合方式。既具有本

土情怀，又有广阔的视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民

间艺术进行科学的发展、保护和延续。

一、浚县泥塑的现状分析

杨
(

屯是浚县泥塑的主要集中地，据史料记

载，早在隋朝末年，由于隋末民间起义的将领杨
(

在此屯兵，起义结束后便将此地更名为杨
(

屯村，

旨在纪念此次起义战亡的将士们。而纪念的方式

不仅在于更名，更多的在于泥塑作品，很多将士捏

制战马、骑兵等。发展至今，浚县的泥塑作品不仅

在于寄托思念，更多的是传承艺术，传递内涵。

目前，浚县泥塑主要分为泥咕咕派、泥猴派以

及泥玩派三大派别。制作工艺都比较简单，所使

用的制作工具以及材料略单一，多数就地取材。

泥塑的颜色往往较为鲜明，有利于吸引人的眼光。

泥塑的纹饰则主要以花草为主，花草制作工艺也

较为简单，往往在泥塑的颈部或背部进行花草装

饰，使泥塑变得生动有趣，活泼可爱。

浚县泥塑虽然较好的保存了其造型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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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色，但这同样制约了自身发展，过于程式化。

生产体制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生产数量

有限，耗时长，产品结构单一。每个作坊设计的产

品仅仅是在其造型的背面做了一个印章的标记，

没有明确的标志，没有统一的包装，很难适应激烈

的市场竞争。

二、浚县泥塑文化在高校艺术教育中的应用

１．吸收与借鉴浚县泥塑独特的审美价值
（１）功能美
浚县泥塑除了自身的观赏性功能以外，其泥

塑玩具的娱乐性功能更为突出。以“泥咕咕”为

例，在泥塑作品表面制作适合口含，能吹出“咕

咕”声音的气孔，为孩童们带来色彩丰富的视觉

冲击之外，增添了把玩的趣味性。每年浚县庙会，

人们怀着祈求祥瑞吉兆的美好愿望争相购买泥咕

咕，也反应了人们内心追求幸福的信念。

（２）造型美
浚县泥塑题材丰富，主要以人物类、鸟禽类、

动物类为主。其中主要塑造的人物有尉迟、罗成、

程咬金等。禽鸟类有燕子、小鸡、凤凰，动物有猴

子、小马、小猪、小猴，水族有小鱼、蛤蟆、乌龟等。

即便是同一题材，经过民间艺人的组合变形，加上

其自身的理解观察，也会呈现出带有其自身特色

的不同产品造型。如泥玩具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王

蓝田先生所创作的“泥猴”、“泥狮子”以及传说中

的“麒麟”、“独角兽”等动物造型泥塑作品，都极

具其自身的独创性以及艺术性。

（３）色彩美
浚县泥塑用色的一大特点是以黑色为底，配

以高纯度的红、白、黄、绿，传承了古代的五色观。

浚县泥塑采用黑色作为底色，除了黑色原料在日

常生活中俯首即是，也是远古尚黑风俗的历史体

现。黑色代表刚正不阿，红色代表喜气洋洋，生机

勃勃，黄色代表富贵，绿色代表生命等等。在色彩

的运用方面，“以色扶形”是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

表现手段，色彩的运用随形体的起伏变化而进行。

色彩表现技巧主要是采用平涂的方法进行点、线、

面组合。

（４）纹饰美
出于功能的考虑，浚县泥塑的装饰多采用花

草纹。这些花草纹样变化繁复，是民间艺人在传

统纹样的基础上，从日常生活中加工组合提取而

来。纹样装饰刻画饱满，在视觉上讲究对称。无

论泥塑作品造型大小，周身都布满了各式花纹，体

现了民间艺人卓越的创造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了解地域文化，提取设

计元素，通过大胆、创新的思维方式搭建设计构

架，提高设计能力。浚县泥塑文化亦可与不同设

计相关领域相融合，如对其造型构思、产品制作、

包装、广告推广等。

２．开发利用模式探讨
（１）研究室模式
在高校开设浚县泥塑研究室，有益于对该领

域的延伸研究，更好的传承民间美术资源。如邀

请民间艺人现场制作并讲解其创作过程，让学生

学习泥塑的传统制作方法，认真体会经过历史变

迁遗留下来的精华。

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浚县泥塑文

化的相关资料，如文献、书籍、画册、图片以及各种

实物等；进行理论研究；借鉴其造型观念和表现形

式，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培养创意设计人才。

对研究室收集整理的原始素材，可进行数字

化保护、传承与管理，如建立浚县泥塑造型数字化

数据库；开发相应软件，建立艺术辅助设计系统；

与动画、计算机专业等团队搭建多媒体交互平台

等。

创意设计人才的培养分为应用型和研究型两

种。应用型人才主要针对艺术院系的培养，注重

设计能力和创意能力；研究型人才由非艺术院系

培养，注重学生的创意设计管理策划能力和研究

能力。

（２）展示陈列模式
在学校办公楼或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中设置陈

列橱窗，是更多的学生认识和欣赏中国传统民间

艺术。设置陈列室可以定期的展示优秀师生的作

品，以及收藏知名民间艺人的泥塑作品。经过一

定时期的积累，陈列室会成为民间美术的宝库。

在传统展示手段的基础上，借助网络数字化

展厅，传播浚县泥塑文化，吸引更多的传统民间艺

术爱好者。

（３）借助“互联网＋”
“互联网 ＋”是互联网与实体传统产业的相

结合，商家能够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商品、服务的

推广。以往的销售模式受地域空间影响，可以通

过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多层

次的面向社会，扩展浚县泥塑产品的销售渠道。

而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如何使浚县泥塑能够利用

商业化的优点使其发展，但又不失其本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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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推广浚县泥塑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４）校企合作
高校进行“产学研”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浚县

泥塑文化创意产业的成长。目前，浚县泥塑创意

产品，品牌意识薄弱，没有明确的标志与统一的包

装，需要通过一定的销售策略、品牌策划和媒体策

略等环节形成品牌效应。坚持“引进来”的原则，

丰富课堂内的实践教学。如邀请品牌策划人到学

校做讲座，提升浚县泥塑品牌形象的文化宣传，拓

展学生的就业选择。推行“走出去”的原则，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建立民间艺术教育基地。如让学

生到浚县实地考察实践，开阔学生视野，深入挖掘

潜在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民间教育基地既服务于院校，又可面向社会。

通过与高校的合作发展，可将浚县的教育基地升

格为特色的旅游产业，打造文化品牌产品，深度游

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

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大学生创业带来更多

的机会。

　　三、结语
现代高校具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先进的教育

设备以及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因此高校能够为民

间艺术的交流传播提供更大的更好的平台。

高校将浚县泥塑文化以民间艺术学形式纳入

教学课程，提高学生对民间艺术的了解，加深高校

学生对豫北泥塑的印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进行产品设计；通过构建网络数字化展厅，拓展对

泥塑文化的保护与宣传途径；树立产品品牌意识，

借助商务平台增加销售渠道。推动浚县泥塑文化

的产业化发展，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加入到

传统文化传播和文化保护的行列中来，也可促进

当地经济的发展，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形成共赢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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