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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若特泥塑由于独特的题材和造型，成为河北省民间艺术

中的一朵奇葩．记载着当地农村一代人的幸福生活。作品题材选取当地

农村中的日常生活，极具乡土气息；造型独特新颖、憨态可掬、简单粗

犷，表现手法质朴而具有情趣；肌理独特，反映着一代村民岁月的沧

桑。透过马若特的泥塑作品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跟随这些“乡里人”进入

到山村、故土、童年、父母⋯⋯以及很多很多透视生命本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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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若特的泥塑作品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拿捏，现已成为河北省一项极

具代表的艺术品，多幅作品被河北省博物馆收藏，并受到广大观众的好

评。

一、浓郁的乡土题材

马若特泥塑称得上是中国最具民俗文化的作品。它以乡村人物和乡

村事物为原型，描述的都是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例如反映天真可

爱、咧嘴憨笑的山里娃，信息时代的老人，磨石磨、纺织的村妇，牧羊

人，卖糖葫芦的汉子，喜气洋洋的乐队，体魄健壮的民丁，古朴的柴

院，家乡的老井等等，无不反映着当代村民的幸福生活。马若特的取土

相对较随意，例如高密泥塑的取土比较讲究，泥土取自地面下两三米，

每年麦收之后开始取土，筛选做胚之后开始保存，第二年的五月六月开

始做泥塑。而马若特泥塑的取土则来自于当地的一座土山丘，他本人觉

得选用这种材质，塑造土风民俗特别合适，土气的材质与土气的题材巧

妙结合，相互辉映，能产生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从而让观者不自禁

地沉浸在返璞归真的愉悦与陶醉中。

由于马若特本人的经历，加之这些泥塑作品都来源于山村的真实生

活，比如，《乐队》、《喂鸡》、《卖糖葫芦的汉子》、《纺织的村妇》、

《太行山母亲》等(如图l、2)，所以作品既能反映出一种时

图I 《太行山母亲≯ 图! -乐队

代气息，又能渗透着作者的内心世界，浸润着一种令人震撼的大拙

与大美。马若特作品可以分为小型泥塑和大型泥塑，小型作品占多数，

例如《山娃》、《民T》、《乐队》、《太行山母亲》等，尺寸一般是20

厘米左右，题材都极具情节性。大型作品以《太行山母亲》为主，高

55，宽50左右，原型是马若特的奶奶，而吸引观众的布满沧桑的皱纹

则巧妙的借用了太行山的纹理，其题材绝对独特。

二、生动的淳朴造型

马若特泥塑在各地泥塑中是唯一没有艳丽色彩的，但有着简洁、纯

朴、独特的造型。其表现手法率真朴实，有着夸张粗犷的艺术特色，显

示出独特的原生态泥塑语言及艺术风格，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马若特泥塑风格独特，人物饱满质朴，线条浑圆富有弹性，构图简

练、粗放，制作手法娴熟。造型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吸取了当地定窑中一

个白瓷瓶的形状。例如《山娃》造型模拟了白瓷瓶(如图3)的形状，

上部细，下部粗，整个造型简洁大方，没有任何的繁复。《村民》、《民

工》的造

作者简介：孙建，女，烟台南山学院，助教。

张振伟．男，烟台南山学院，科员。

图3 一白瓷瓶、山娃

型中则对人物的比例进行了极大的夸张，夸张但不夸大，变形但不

走形。将手和脚的比例放大(如图4、5)，体现了农民成天劳动，手又

大又粗。正是这种创造，马若特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语言，

图4、5 村民、民工

充满了人情昧。把农村劳动人民那种辛苦、淳朴、善良表现的非常

充分，极具感染力。《乐队》是一个群体的组合作品，其中五个人物的

造型丰富多彩。仅看帽子就形态各异，有的头戴毡帽、有的头戴狗皮

帽、羊肚手巾、遮沿帽、圆帽等等。人物造型生动灵活，冲击力和感染

力强，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将农民的朴实、善良性格发挥的淋漓尽

致。马若特的泥塑作品最为可爱的要数他们的面部表情，大部分人物的

眼睛都是笑眯眯的，乐成一道月牙。马若特泥塑跟秀山泥塑一样，都是

“笑”，但这个笑不一样，《太行山母亲》，紧缩的眉头下，是一双经历

了风雨岁月，饱含沧桑的双眼，那微微翘起的嘴唇，似乎诉说着老人那

段辛勤的人生岁月。

三、简单粗犷的肌理

马若特作品在烧制过程中故意烧m裂纹的感觉，纵横交错的布满在

人物的身上，这恰恰是田间农民的真实写照。正好衬托出了农民成天在

田间地头风吹日晒的感觉。作品《太行山母亲》的皱纹，恰恰是太行山

的肌理，这些肌理正记录着岁月的沧桑，由于“反差与共鸣”太行山母

亲受到了一致好评。

四、结语欣赏马若特的泥塑作品让你不笑都很难，他所表现的几乎

都是山村里的生活和民俗，非常有趣。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马

若特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和谐、向上、热情的价值观。通过观看这些作

品．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中到处都是感动、感恩、幸福和踏实。(作者

单位：烟台南山学院东海校区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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