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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坛

中国的传统颜色由红、黄、蓝、白、黑五种原色组成。它们与自然、

社会、人生等方面的观念形态相关联，与“五行”宇宙结构模式相对应，

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意识。长期的文化沉淀，已经赋予了这

五种色彩固定的含义。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颜色象征着吉祥如意。

一、设色的象征性
色彩来源于大自然，生命的交替也体现在自然界有规律的色彩

转换。四季更递，月昏日暮，斗转星移都带来了丰富的色彩变幻。

古人对大自然的现象加以总结，附会：“青，生也。象物生时之色

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晃晃日光之色也；白，启

也。如冰启时之色也；黑，晦也。如晦冥之色也。”[1] 人们从自然

中获得这五种基本色相，并体会到这五种色彩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

紧密的联系，于是中国古代把它们视为五种正色，并暗含了特殊意

义。自战国时期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后，色彩与“五行”宇宙结构

模式相对应，其运用更成为了一种主观的符号和图式，并被赋予特

殊的情感和文化理念 [2]，色彩的象征和比附发展到了一个新程度。

从原来的视觉感受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层面。

色彩的象征性与中国传统认知相联系，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

观念。在历史上，服饰的色彩与阴阳五行说相比附。如秦属水，水

属黑，所以在秦朝，宫廷中的色彩以黑为主。汉属土（黄），后来

汉取代了秦，于是就有土（黄）克水（黑）之说。这里颜色完全就

脱离审美，仅作为吉凶祸福的象征。到了今天，本命年时，人们还

是会购置红色的衣物以避邪。所以，色彩经过历史的沉淀，被赋予

了许多特定的含义，只有顺应这些传统观念，色彩才是吉祥的，才

是审美的。这也是民间泥塑玩具设色的特殊性。

在民间，泥塑玩具的设色观念除了遵循这些固定的设色依据外，

大部分时间也要与求生、趋利、弊害这样直接的功利性目地结合。

即是说只要在不违反既定的传统的色彩观念的情况下，民间的人们

往往是依据切身利益和功利愿望，主观的去理解和使用色彩的。陕

西凤翔的挂虎，色彩的选择就是为了和镇宅避灾，祈子求福的目的

相融合。如绿色寓意万年长青，红色寓意四季红火。

二、色彩的视觉要求
民间泥塑玩具用色在大的方面不违背色彩的传统内涵，重视色

彩的象征性、寓意性。同时也讲求色彩的视觉审美，总体风格呈现

出明快、活泼、欢乐、绚丽等特征。

（一）色彩语言

色彩能引发联想，如红色充满力量，黄色令人愉快，黑色渲染

神秘等。这是色彩带给人们的视觉影响和心理反应。民间艺术家就

是通过色相的选择来表现作品情感。泥塑的颜色选择上有软硬之分。

所谓软色，是指明度较浅、色彩不甚饱和的颜色。如粉清、粉红、

粉黄、天蓝等颜色，主要用于泥塑题材中的文戏角色，例如天津泥

人张的传世作品《白蛇传》、《看手串》（红楼梦），其用色都素

净雅致，为人物性格的烘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谓硬色，是指

明度较深、色彩凝重的颜色。如大红、深蓝、翠绿、墨色等。一般

用在武戏角色上。如李逵、张飞，都是用凝重的色彩加以渲染。

（二）色彩对比

泥塑设色的视觉美感也通过对比和协调实现。“色彩的对比与

协调是建立在搭配与衬托的基础上的，它最能反映出色彩在民间组

合搭配及其产生的视觉美感。”[3] 民间上色口诀中也有“青间紫、

不如死。”青色与紫色同样为重色，放在一起显得沉闷阴郁，一向

活泼、乐观的民间泥塑是反感这样的设色安排的。泥塑玩具一般是

以白色衬底，然后在上面着鲜艳的颜色，色调火爆喜庆。但河南淮

阳的泥泥狗以黑色打底，然后表面施彩。可是从视觉上仍然不觉得

沉闷。原因在于，施在黑底上的红、黄、白、绿等纯度较高，面积

较少，又很饱和的颜色与衬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呈现出了一种

原始、神秘的粗犷美。

（三）协调统一

在追求色彩响亮、热闹的同时，对比的使用也不是绝对的。同时，

艺人们也遵循着整体设色的协调统一。“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

托色少不了。”这句话就是色彩统一观念的最佳体现。但是民间色彩

的协调不像学院绘画那样用复色有层次的进行微妙的调和，而是原色

与原色之间大块面的色彩调和，虽然也有个别复色的使用，但素雅的

色调仍然能满足对生命活力的追求。民间泥玩通常是以黑白或者红黄

为整体基调，在上面绘制响亮的色彩形成强烈对比。如凤翔泥塑玩具

以白色为底色，图案用黑色，再在上面施以大红、大绿、桃红等原色

或间色。最后一点黄色点缀。整个配色，对比强烈但又协调整体。可

以看出，泥塑玩具中，色彩使用是对比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对比，从

而形成了民间泥玩丰富艳丽、节奏明快的积极向上的色彩情感特征。

三、小结
从泥塑设色的抽象性和具体配色的视觉要求，可以看出，泥塑

玩具不拘于对象固有色调，而是依据中国传统颜色，按照自己的审

美情趣，大胆运用大红大绿的原色，组成艳而不俗，热烈欢快的调

子，抒发人们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天然的材质，古朴的神采，神秘的寓意，夸张的造型，热闹响

亮的色彩，这些赋予泥塑玩具恒久的艺术魅力。前人留下的这些弥

足珍贵的工艺手法，是泥塑玩具魅力之根，任何对泥塑玩具的创新

都要根植于其上，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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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泥塑玩具作为最古老的玩具之一，是中国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泥塑玩具将泥土作为主要材料，经过捏塑、堆塑、

模塑等技术操作成型。其分布广泛，流行于民间，以其所传递和继承的深刻的人文精神、达观的人生态度和纯厚的乡土风俗以及独特的视

觉风格，化育造就了民间玩具诙谐、活泼、幽雅、古朴的审美品格，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色彩的加入，大大拓展了泥塑艺术的审美空间。

“三分塑，七分彩”就很好的说明了色彩对完整泥塑的重要性。泥塑玩具在色彩上，不拘于对象固有色调，而是依据中国传统颜色，按照

自己的审美情趣，大胆运用大红大绿的原色，组成艳而不俗，热烈欢快的调子，抒发人们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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