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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吴泥塑的传承与发展

周乐云，伍晓曼，许少雪，陈磊

(韩山师范学院，潮州521041)

摘要：潮州大吴泥塑是民间泥塑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它不仅承载着浓烈的地方

文化内涵，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了解大吴泥塑具有突出的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较高的审美价值、收藏价值和在民俗活动中广泛的使用价值，并

具有群体世代传承的特点是本文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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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吴泥塑的发展历史及艺术特色

大吴泥塑起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

史。据潮州市浮洋镇的相关书籍记载，清乾隆至宣统年

间。大吴泥塑工艺已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该村的经济支

柱，由于当时潮汕民间风俗靡盛，这些泥塑产品都很受欢

迎，甚至被用到各种重要场合，因而泥塑在客观上适应了

当时民间游神赛会风俗发展的需要。这样，泥塑在民间的

游神赛会和纸影戏等习俗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另

一方面，大吴泥塑在历史上还作为吉祥礼物在民间互相

赠予。大吴泥塑中的玩具杂锦、古装戏剧人物、纱灯头等，

成为潮汕民间结婚、产子喜庆活动不可或缺的送礼佳品。

大吴泥塑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潮汕文化的“细腻

叠钢一t广东省201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大吴泥塑的传承与发
展”(项目编号：201610578022)；韩山师范学院2015年学校项目“潮州

大吴泥塑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WY201509)。

性”。就工序而言，大吴泥塑工序繁多、步骤讲究。每个步

骤都有严格的要求。其艺术表现手法也丰富多样。包括有

雕、捏、贴、塑、划刻和彩等手法，而在制作加工中，每一种

艺术手法都要求恰到好处．每一步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

个作品的报废，划多一横，刻多一笔，都会前功尽弃。个体

刻画的细腻性表现尤为明显，每件作品无论是衣着还是

神态、体态或外貌都刻画得深入细致，细到一条线丝和眉

毛，大到一根手指头，无不被刻画得清晰、逼真。

大吴泥塑还散发着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作品主

要以传统潮剧及民间传说为题材，摄取它们的主要故事

情节，表现一个能揽括全剧的精彩场面，把戏剧舞台上的

流动美浓缩为隽永雅致的工艺美术作品。从这些剧情系

列泥塑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地潮剧文化的身

影。潮州大吴泥塑的独特魅力对其他民间艺术也产生一

定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其中潮州枫溪陶瓷的发展就受其

影响，潮州枫溪的人物瓷塑、动物瓷塑都曾借鉴和吸收大

吴泥塑的精华，产生了不少好的枫溪陶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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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吴泥塑的风格极其独特。在历史上之所以能享有

很高的价值地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贴塑”这门独

特技艺唯大吴泥塑特有。“贴塑”是大吴泥塑的最大特点，

它浓缩了整个大吴泥塑的艺术精华。如塑戏剧人物，先塑

制主身姿态，包括四肢，然后根据人物角色，单独塑其衣

袍、帽子、头像、手掌，再把它贴上主身，所以作品从整体

上看具有较高的观费陡。贴塑工艺要求艺人不但要有非常

精湛的技艺，而且还要有恒心，因为贴塑工艺在讲究技巧

的同时，还十分耗时。正因为如此，大吴泥塑在独具风格的

同时，也显现了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劳动价值。

除了贴塑外，大吴泥塑在着色上也是非常讲究。艺人

一般根据泥偶形象及人物性格特征为泥塑着上恰当的色

彩．如大吴泥塑中最有趣的泥塑制品“安仔”即是喜童(泥

玩具)，它的色彩上较多运用红黄蓝绿等对比色点缀，在

粉色上达到协调中的对比，具有清丽、明朗、淡雅的艺术

效果，隐藏着色彩的喻意象征性。在表现手法上，采用了

写实与夸张的手法。把泥塑实描的朴素之美和因夸张而

带来的形象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人物性格形象显得

生动逼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观赏性。所以大吴泥塑

作为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民间工艺，以其制作工艺独特，

造型生动逼真而享有较高的声誉，在它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解放后大吴泥塑艺人的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都发生

了变化，出现了一批研究所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拓展了泥

塑的生产工艺，如擅长古装戏的贴塑人物的吴东河，同时

也面临新的时代挑战。随着人们文化意识的逐渐觉醒和

怀旧情绪的日益增长，潮州泥塑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和历

史研究的资料。代表着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

进入2l世纪，潮州大吴泥塑应传统艺术开发政策、

经济市场、商业的刺激以及自身传承发展的需求，转化为

一种文化资源和市场资源．吴德祥、吴闻鑫、吴维清等一

批艺人通过结合现代化的方式，生产出适应现代生活需

求的大吴泥塑产品，实现有效的“泥塑文化产业”。潮州大

吴泥塑的生长变革是潮州历史文化变迁的宿影．在泥土

的气息中映照出一代代艺人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大吴泥塑发展的困境

如今大吴泥塑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沧桑，与许多民

间艺术一样渐渐被市场冷落了。如今的泥塑已经不再是

以前廉价的民间作品，而是更加精致、高档的艺术品。普

通百姓人都不会买这么高档的艺术品。只有小部分懂得

欣赏艺术的会买去收藏，摆设。

此外，由于学习泥塑的雕塑至少要五六年时间，其问

几乎没有一点收入，而且学的过程容不得半点松懈，得不

断地学捏，失败了就重新来过，这是需要相当大的耐心的，

学成后还要卖得出去才能勉强度日，而在年轻人中，最缺

的就是耐心。这也是大吴泥塑传承人匮乏的原因。

在大吴村，也有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道路。大

吴的一家专门生产大型泥塑的小厂，每月利润少则几千

元，多则几万元。因大型泥塑难以搬运和保存，厂方还引入

了倒模技术。这条路比传统的手工捏泥好得多，“固守传统

的东西很难发展，只有不断创新，顾客需要什么，我们便做

什么，才能走得更远。”厂方负责人吴先生介绍道。

但要做到这样，老艺人表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无

法表现大吴泥塑的精髓”。而传统手工泥塑费时、费力，做

学徒的5、6年里没有经济效益也制约着年轻人学习传统

技艺的积极性，大吴泥塑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危机。

由于各种原因，大吴泥塑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已经很

明显，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下滑势头不仅

得不带遏制。而且有可能使这门手艺逐渐消失。这种无

奈叙述印证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

席冯骥才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现状痛心疾首的感

叹：“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

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他们失去得无声无息，好

似烟消云散。”

3大吴泥塑发展新的途径

近年来。大吴泥塑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起文艺创

作者的兴趣和关注。2009年7月，省民间文学艺术家协

会组织艺术家、民俗专家到潮州采风，他们专程到了大吴

村，文艺家们被这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艺术所吸引，称赞

大吴泥塑是“民间艺术的奇葩”。2009年6月，大吴泥塑成

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大吴泥塑作为

潮汕艺术精品亮相上海世博会。这无疑为大吴泥塑的宣传

加了一把火，这项古老的手工文化似乎正在复苏，不过他

的复苏也只是在文化的层面上，难以明显的体现在经济效

益上。

潮州大吴泥塑需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和市场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究和调适，在保持其原有的艺术本

质内涵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大吴泥塑的工艺制作

和创新模式。利用现代科技生产适应市场所需的新产品，

打造出民族性、地域性和自我性的文化品牌，构成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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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泥塑文化产业。如大吴村鸿泰陶瓷工艺有限公司采

用现代科技手段为国外生产的圣诞节泥质面具，赢得了

很大的效益。此外通过引入现代倒模技术提高大吴泥塑

的产品效益，也可以走“礼品化”路线，制作儿童玩具类泥

塑。另一方面让潮州大吴泥塑走出去，通过组织文化艺术

节或展览活动，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与潮州旅游文化

相结合，通过旅游文化促进潮州大吴泥塑的市场化发展。

云南、贵州、陕北等不少民间艺术之乡在这方面就做的比

较好，他们将旅游业和本地独特的人文资源、文化艺术和

传统技艺资源相结合，如甘肃每年都会举办香包节．吸引

全国各地的游客。因此，开发民间艺术可以获得很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潮州大吴泥塑也可利用广东省艺术节

和潮商会等活动拓展自己的产品，如生产大吴泥塑纪念

品、个性形式品和趣味性泥塑品等。

总之，在这创新时代，充分把握时机，发挥其工艺特

色，潮州大吴泥塑的开发空间依然是很大的。

对潮州大吴泥塑的保护不但能让我们认识和理解一

段历史和一种文化，探究其文化观念和审美思想，而且能

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繁荣我们的文化事业。当前政府和

社会人士在资金及各种渠道上对潮州大吴泥塑采取保护

措施和进行多项抢救，如市政府建立了“非保”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市、县(区)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成立非遗专

家组．开始对大吴泥塑进行发掘，整理，将大吴泥塑进行

分类建档．对大吴泥塑传承人进行相关资料的整理．采取

录像、实物进行建档，做到资金扶助和各方面的支持。同

时也展开静态保护工作，批准成立了潮州市工艺美术研

究院和潮州市群众艺术馆，潮州市群众艺术馆专门组织

编印了《大吴泥塑》专著，政府所做的这些工作对大吴泥

塑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潮州大吴泥塑的抢救和保护是一样长期的工作，需

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应让广大社区群众积极参与。首

先，按年代、区域、传承谱系、种类和工艺差别等对大吴泥

塑的遗存进行普查、登记、整理和存档，进行系统的归类。

制定合理的保护计划，加大资金投入，出版大吴泥塑作品

集，宣传民间艺术家，利用好现代传媒手段，在网页、电视

和报刊等媒体上多宣传大吴泥塑，多让传承人走出去，可

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大吴泥塑保护的重要性。

其次，创新传统的传承模式，培养更多的大吴泥塑传

承人．激活民间艺人的创造力，为他们提供有利的创作环

境和资金帮助，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最后，让更

多社会人士关注潮州大吴泥塑．使其良性发展。例如潮州

市湘桥区民间艺术陈列馆是由一批热爱民间工艺美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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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兴趣的民间艺人与社会人士自愿集资筹建的，以

收集、整理、展示、推介本土民间艺术为宗旨，致力于潮州

民间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

在七百多年的大吴泥塑上，“泥塑世家”这个家族走

出来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其肩负的重任不言而喻。不

管是在老一辈国家级传承人吴光让身上，还是在年轻一

代的省级传承人吴闻鑫身上，相信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大

吴泥塑传承人的精神正在闪耀。

传承人精神在现代来说是永不言放弃的执着，是守

得住清贫的从容。是敢于去开拓的气魄，如果没有这种不

畏磨难的坚守．就无法学成这门技艺，更谈不上将其传

承。任何一门民间艺术的传承，绝不是对上一辈技艺的全

盘接收，而是在开拓中薪火相传。吴光让的色彩创新，吴

闻鑫的个性创作，追求的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意，试图为

这一古老工艺注入新的活力。

潮州大吴泥塑是在大吴村人民世代传承中延续发展

的，它凝结着当地民众的智慧，表现出潮州丰富多彩而又

淳朴自然的民间精神。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

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对潮州大吴泥塑的保

护与开发，既是为了更好地延续和发展潮州大吴泥塑，使

处于困境中的大吴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继续发

扬光大，也是从其自身中找到那最为真挚的情怀。

4结论

传承大吴泥塑，有利于推动潮州陶瓷文化的发展，有

利于“中国瓷都”的做大做强。潮州被命名为：“中国瓷都”

后，提出要：“做大做强”，建设国家最大的工艺美术瓷、日

用瓷生产和出口基地。那么，对大吴泥塑遗产的抢救，无

疑对潮州陶瓷文化的发展，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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