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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俗称“彩塑”，是中国民间传

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

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

彩，以人物、动物为主。

目前全国最出名的泥塑有三大派

系，一是天津的泥人张，二是无锡惠山

泥人，三是浙江的“泥人宓”，这个“宓”

就是嵊州的宓风光。宓风光开创了一

个属于浙江的泥塑流派，被列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嵊州泥塑传承人。

从木雕到泥塑

宓风光16岁时进了一家木雕厂。

凭着天赋和努力，他很快成了木雕厂的

骨干。在木雕技艺上有了长进后．他不

满足于平面浮雕作业，渐渐萌发出做圆

雕的尝试。他开始找了一些樟木、椴木

的废材料进行试雕。因木雕技艺只做减

法，雕前须深思熟虑才能下刀，一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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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就不可逆转，他便想到用泥来做初

稿。正是这没有办法的办法灵光一闪，

在宓风光面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宓风光最大的爱好是一边画画，一

边动手捏泥人。泥土，最终成为他一生

不变的痴恋。

1978年，从无锡回故乡嵊州的泥

塑大师柳家奎、柳成荫依据当地泥质条

件创办泥塑厂。1984年，时年28岁的

宓风光凭着自己“玩泥巴”的功夫进厂

当上了最年轻的设计员，并成为柳成荫

的徒弟，成了一个真正的“泥人”。

几年后，厂子规模不断扩大，在县

内名声大振，人员也由一开始的七八人

发展到逾百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

潮对传统民间工艺产生的强烈冲击，泥

塑厂更加注重销路和利润，和宓风光渴

望的创作不尽相同。经过一番思考后，

宓风光决定另立炉灶，于1989年12月，

创办首家民营研究所——浙江泥人宓

研究所，正式扛起了浙江泥人界的大

旗。

创业之初，虽然条件艰苦，但宓风

光的创作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中国戏

剧百脸谱、中华民族、世界民族等系列

泥塑作品，一组组密集而又鲜明的泥塑

形象，进入了近现代泥塑史的瑰丽长

廊。“泥人宓”闯出了一条活路，并在全

国扬起了“浙派泥塑”的旗帜。

《挖耳朵》

从艺人到画者

宓风光塑造的许多历史人物和当

代名人的作品并不是单靠泥塑技巧完

成的，他在泥塑之外还下了不少的工

夫，这个“工夫”就是绘画。近年来，在

嵊州、绍兴、义乌等地举办的《阿拉伯风

情百图展》、《宓风光水墨人物画个展》

等一系列画展，把一个具有较高造诣的

中年画家推到广大观众面前。

纵观宓风光的学画生涯，他的课

堂，就是一次次的短期美术培训班。第

一次参加美训班，他第一次听到素描、

色彩、透视、速写等专业术语。回到厂

里后，他整个人长时间处于创作的亢奋

状态。每天天一亮．他就去农贸市场，

蹲在那里画速写。

当然，宓风光依然钟情于泥塑，依

然喜欢做他的“泥人宓”。在他看来，画

画是为了使泥塑更有灵性和生命力，最

终，他还是要和泥塑厮守到老。

为了收集创作素材，宓风光从江南

画到了川藏，从国内画到了国外。直到

一天，他从卢浮宫出来时，想着刚欣赏

过的伟大的艺术品，想着它们为什么能

传世的原因时，猛然醒悟：我一定要有

自己的独创作品。

醍醐灌顶式的悟道，在宓风光的艺

术道路上点起了一盏明灯。他开始了

肖像画、漫画、动漫三者之间吸收、融

合、生发的工作，并结合泥人宓独创的

泥塑人物造型，走出了一条属于他的风

格之路。

从作品到荣誉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特。”

这是宓风光的创作原则。在“有、精、

特”之间，他不搞批量生产，不求经济效

益．只走自己的特色艺术之路。

几十年来，他或以纤细苗条，去体现

婀娜多姿的江南民风；或以惜墨如金，大

写意的手法去表现当代的粗犷和豪迈；

或以系列化、整体化特点．去展示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创作出了一

批批形态各具、性格迥异的泥人精品。

宓风光的作品被多个国家级博物

馆作为珍品收藏，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

各项大奖。作品《卖唱》、《把尿》、《挖耳

朵》等被省博物馆永久性收藏。

此外，他还著书《工艺变形人物》

(合著)及《车木造型艺术》、《中国古楼

阁》、《宓风光毛笔速写集》、《宓风光作

品集》、自传《陷入泥潭》等。●

《太白醉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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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路上》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