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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通过对河南浚县的泥塑 泥咕咕 的起源进行深入详尽的研究，进 而采研究这_民间工艺j品的发展现状’对民间工艺 

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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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浚县的泥塑因能发出“咕咕”的叫声．又称为“呢咕咕”。 

“泥咕咕”历史悠久．关于 “泥咕咕”的起源已无从查起，一说起源 

于隋末义军起义，民间艺人却只能说“相传始于明代”。但东汉时 

期我国的泥塑、木制玩具已经初具规模 ，进人流通领域 ，并记载 

于史册。 

浚县地处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故道．位于黄河的中下 

游．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称黎阳，平地突起两座山，东日大坯 

山．西曰浮丘山．两山之上保存着 自北魏到明清以来的各种寺 

庙 、石刻等人文景观。每年正月初二到二月二、七月十五都要举 

行传统的古庙会 “泥咕咕”和木玩具是古庙会上一道独特的风 

景。 

泥咕咕产生的时代史无确切的记载．求教于当地的民间艺 

人。也只能说“相传始于明代”。但还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为起 

源于隋末农民起义 ，据《浚县县志》记载“浚县泥塑玩具久负盛 

名．县城黎阳镇西杨圮屯以制作泥玩具著称。全村几乎家家精于 

泥塑。素称‘泥咕咕之乡’。 

《骑马人》 

提起浚县的民间玩具 ．当地人都会自豪的对你说：“杨圮屯 

的咕咕唧唧(泥咕咕)；南毛村的刀、枪、剑、戟(木制兵器玩具)。” 

这些是否与战争有关 ．目前我们无史料可查，然而《资治通鉴》中 

也确有记载．隋末农民起义．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曾在此与隋军大 

战．争夺黎阳仓李密帐下有一名叫杨圮的大将在此屯兵，故村名 

叫杨圮屯村。 这一切绝非巧合，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真实生活的 

再现和升华．如今的骑马人和木制兵器正是当时战争的真实写 

照。它最初所传达的创作理念是对瓦岗军的怀念与留恋。诸多现 

象联系起来 ．发人深思 

绘画和捏塑艺术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也已出现． 

之后不断发展。形成了独立性的绘画和雕塑。东汉时期，民间的 

泥、木玩具已经走上了较快发展的道路，有关泥玩具及其市场买 

卖的记录．也见于时人的著作之中 

从浚县泥塑的称谓来看 ．浚县泥塑称为“泥咕咕”．而非“骑 

马人”．“骑马人”是浚县泥塑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在“骑马人”的塑 

身上也有两个“咕咕“作响的孔．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确定浚县 

泥塑并非起源于隋代。从浚县泥塑文化的造型来看，泥塑简朴、大 

气、不带任何装饰的特点依稀可以看到霍去病墓前雕塑的影子 

民间泥塑玩具的发展与民俗的兴衰密不可分．民间泥塑虽 

然是小儿玩具．却也是民俗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 

展。也丰富了民俗。民俗在历史长河中演变．民间泥塑玩具也在 

风俗演变中盛衰。3浚县“泥咕咕”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小 

到大、由兴到盛的发展过程 

浚县境内大坯山和浮丘山。山上的佛寺、道观．给浚县“泥咕 

咕”的发展提供了天然屏障 每年的正月和七月十五传统的古庙 

会又为浚县“泥咕咕”的销售和传播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历代政 

策(对佛教、道教及民俗的政策)对民间泥塑的发展也起到了一 

定的推动和抑制的作用 

关于民间泥塑的题材．由于浚县泥塑体裁更多的取材于 日 

常生活，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浚县泥塑的表现题材不断扩展 ．发 

展至今 ，其种类主要有：鸟类、家畜类、神话传说及历史故事等 ． 

共约百余种。其中最为著名，最为众多的是斑鸠、燕鸟和“骑马 

人”。随着现在生活和审美观念的变迁．民间泥塑由儿童玩耍的 

玩具变为艺术欣赏品 民间艺人也在“泥咕咕”的造型中添加了 

更多的装饰成分，如现在比较畅销的毛绒狮子、泥塑挂片等 ．另 

外民间艺人们还创作了许多与时代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如《吉祥 

三宝》根据 2o05年央视春晚《吉祥三宝》这首歌曲而作 ；《吉祥奥 

运》根据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而作等等。 

关于民间泥塑文化的影响和销售方面．随着人们对民间泥 

塑的关注，“泥咕咕”不仅是杨圮屯人得钟爱，而且在豫北、冀南 、 

鲁西等领域进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随着中国民间文化一场抢救 

工程的启动和整个社会文化自觉的觉醒．浚县泥塑等民间泥塑 

玩具不仅在浚县古庙会上大受欢迎．而且受到了国内人士的喜 

爱。被众多收藏家收藏并多次在国内外大展上获奖。另外，随着 

中国社会地位和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中国的民间泥塑玩具得到 

了国外 人士的一致认可 ．中国的民间泥玩具远销海外 民间泥塑 

文化取材广泛．反映了中国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其它艺术所 

不及。民间艺术自身的构图、形式 、色彩运用等．对研究中国美术 

发展史、中国美学和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给历史 

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等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难 

得的资料．所以国外学者曾认为中国民间美术是一部完美的百 

科全书。 

而今．浚县“泥咕咕”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随着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生活方式及以图象记录 

和传播为重要特征的信息时代的语境中．在老百姓面对生活变 

迁所做出的自然选择——辞“旧”迎“新”的过程中．浚县“泥咕 

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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