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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之根， 以河南省为中心的中原地
区，民间传统艺术种类繁多、百花齐放。 然而，随着社会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中原传统艺术也逐步衰退，许多重要的传统
手工艺被冷落甚至被破坏，发展步履维艰。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国家战略为处于生存困境中河南

民艺的重振指引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
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强调“弘扬中原大文化，
增强文化软实力”。 推进中原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
中原文化影响力，可以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 所以，探索中原经济区大背景下河南民间艺术
又好又快发展途径，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不仅是一种
民族主义的情感，更是一种民族文化振兴的历史责任感。

本文以河南地区的传统泥塑浚县“泥咕咕”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其生存现状、现代环境中角色的转变分析，找到阻碍
其发展的自身因素， 并总结它在现时代背景下重振的优势，
以便更好地寻找其发展及传承之路。

一、在现代环境下河南传统泥塑的生存现状

河南传统泥塑以其质朴亲切的造型、艳丽强烈的色彩
和较强的娱乐性，一直以来都是孩子们手中神奇的玩具，更
是，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以及一个时代的深深记忆。 可
是，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消费需求和设计风格也都逐
渐多样化，传统泥塑也丧失了它的生存土壤。

1.样式保守，需求减少
河南传统泥塑为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由于长期以来地

理位置相对封闭、与外界交流缺乏，很好地保存了其造型的
区域性和特色。 但这同样也大大制约了自身发展，使其程式
化明显如故。 加之多为手工制作，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

式生产模式，耗时长、生产数量有限，产品结构单一，难以满
足快节奏生活方式下人们的需要。在现代环境下的实用功能
大大减弱，只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层面上的意义。 然而市场经
济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改变了原有
的价值观念，于是传统泥塑成为人们把玩、鉴赏、陈列的艺术
品，市场的需求就大大减少。

2．传统信仰精神流失
在河南传统泥塑产生、 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

间信仰的精神力量正是民间艺人创造的原始动力，民间艺人
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和精神的需
求。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传统信仰精神的流失也是河南
传统泥塑走入困境的一个原因。

3．市场混乱，无序竞争
笔者在对浚县泥塑的调查中发现，浚县泥塑没有一个明

确的标志，没有统一的包装，没有作坊名称，仅仅在每个造型
的背面做了一个印章的标记。如果我们将传统泥塑重新纳入
市场经济，它就很难适应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无序的竞
争导致了市场的混乱。

4．现代玩具的对传统泥塑的冲击
作为传统玩具的河南传统泥塑只有在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环境下其原始性才能很好地传承。 然而，社会环境和文
化环境的转型让河南传统泥塑在现代环境下逐渐失去它的
原始性，最初的实用功利性越来越被弱化。 泥塑对于现代人
来说，只是带有吉祥寓意的现代古玩具。

而现代玩具以其漂亮的造型、自由的艺术风格、灵活的
操作性、较强的互动性等满足了人们各个层面的需求，为我
们展现了一个无比精彩的趣味世界。 在现代玩具的强大攻势
下，河南传统泥塑在现代生活中淡化，甚至它们的身份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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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正在逐渐转变。
在现代环境中，河南传统泥塑因材料工艺的落后、题材

的单一、参与性较弱、品牌意识薄弱等在与现代玩具的竞争
中处于劣势；然而，河南传统泥塑作为传统艺术的一部分，有
着强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亲切感，更有着鲜明的艺术特
色值得现代设计借鉴。 在功利主义的盛行的当代，传统艺术
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定能慰藉现代人精神的浮躁。

二、现代环境下河南传统泥塑的创新优势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知， 现代环境中的河南传统泥塑，并
不仅仅是传统农耕文化所遗存下来的“古俗 ”，而是一种具
有交流情感、容纳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并因之常在常新的
文化形式和物化载体。当今全球化、都市化的超速发展，使得
传统工艺轻易地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河南传统泥塑也无可
选择地置身于传统与当代、 乡土与都市相杂糅的当代环境
中。所以，它必须经过自身的蜕变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然而，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 危机也
是生机，创新的意义将不再局限于为一时一地提供某种经济
资源，也不仅仅是延续一方水土的文化传统，而将久远成为
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撑。 ”

1．巨大的创造性
河南传统泥塑有着极强的创造性。 以浚县泥咕咕为例，

民间艺术家能够围绕着“祈福纳祥”这个主题捏制出几百种
造型，有飞禽类、动物类、人物类等等。还有各种祥瑞怪兽，表
现题材十分广泛。 单是“泥猴张”手下捏制的猴子造型就上百
种，更有猴头山、花果山、白猴献寿、千猴塔等大型作品。各具
情态，奇妙无穷，粗泥却显露出雅美。

2.强大的人文性
河南传统泥塑的创作题材大多来源于原始的图腾崇拜、

神话故事，看似一个简单的泥塑，里边却蕴藏着丰富的信息
和文化内涵。 这些正是只追求技术精湛、材料新颖的现代玩

具所缺乏的。河南传统泥塑的故事性能使艺术形象更加生动
和饱满。

3．民俗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万物有灵”的观念是人们对河南传统泥塑信仰的基础，

河南传统泥塑的题材大多来自对日常生产生活的描绘。先民
曾经用“兴土龙、立土人”的方式求雨，河南传统泥塑中更有
“泥猴赶鹅”生动表现；另外一部分源自神话故事，有西游记、
关公、武松打虎等。可见，河南传统泥塑题材大都与民俗活动
密切关联，是民俗的直接体现。

河南传统泥塑又因其造型的意象化、 色彩的象征性、图
案的装饰性，成为最纯粹、最直接、最原始、最能反映民族个
性、最贴近民俗生活的艺术形式。 河南传统泥塑是民俗性和
艺术性相互结合的产物。

4．顺应受众返璞归真的心理诉求
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生存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生活节奏

逐渐加快，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机械化，内心越来越疲惫。 现代
化促成了人文精神的“世俗化”，也造成了人们的伦理困惑和
理想失落，使人更为依恋传统生活秩序，总是渴望返璞归真，
找回生活的乐趣，体验与现实生活不同的轻松自由的生活方
式。而河南传统泥塑不论是艺术特色还是制作过程都体现了
浓厚的人情味和朴素自然的亲和感， 流露出坦诚和真实情
感，这正是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寻找的东西，更是人们对质
朴和稚拙的怀念，带给人们纯真的感悟和生命的欢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保守的传统式样、过强的区域性、
单一的形式，以及现代环境下高科技玩具的冲击，无一不制
约着河南传统泥塑的发展。 要抢救、保护、传承、弘扬河南传
统艺术，改变其生存观念，除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将其进行创
新性设计之外，市场的运作也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仅要
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视角对传统泥塑的发展做出科学正确的
评价，更要把传统手工艺的产业发展规划到地区总体营造中
来，而中原经济区建设正是重振民艺的一个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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