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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惠山泥人的传承与保护为宗旨，积极研究其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追根溯源，结合现代社会的现状，对之做出楣应的解决策略，

制定出可行的保护和传承方法，使无锡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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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泥人是无锡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独特的艺术

造型、鲜明的民间色彩和浓郁的江南气息而深受大家的喜爱，被誉为”

无锡三宝”之一，尤其是手捏戏文、 “大阿福”名满天下，广为人知，

被视为无锡的城市名片，是最具东方色彩的民问彩塑。

1毫山泥■艺术曲历史与震晨

惠山泥人始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0余年的历史。明代时期

发展到鼎盛阶段。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专业性的泥人作坊，加之当时

昆曲流行，以戏曲人物为题材的手捏戏文人物也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惠山泥人做出了大
量的保护工作，根据“抢救、挖掘、整理、研究”的方针，不仅扩大

了生产规模，而且研究开发出了大量新产品和新工艺。同时，国家又

专门成立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惠山泥人研究所以及惠山泥人博物馆，
从研究、生产、消费、鉴赏等各个方面提升了惠山泥人的价值与认

知，为惠山泥人的传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也为中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借鉴。由此，惠山泥塑艺术获得了进
一步的发展，精品迭出，许多作品为国家级博物馆和专家收藏，还获

得“山花奖”等多项全国性大奖，成为中华民族难能可贵的一份灵魂

文化。

2■山泥人生存、震■中存在同■曩■因纛析

惠山泥塑根植于吴文化的肥沃土壤，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绵

亘不息，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理想。然而，随着时
代进步，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受到严重冲击。

2：i人才缺失，传承困难

惠山泥人是一种活态的文化，靠的是传承，如果传承断了，这个

文化样式也就消失了。目前，由于现代社会对物质金钱的追求越来越

多，而泥塑行业的经济效益不高，从业者收入较低，许多年轻人出于

生存考虑，不愿意从事传统的手工艺行业，泥塑艺术后继乏人。泥人

的创作群体，人员在萎缩，包括相关配套的东西，都很欠缺。惠山泥

塑面临人未亡艺将绝的境地。

2．2产品老套，特色蜕变

现在惠山泥人的产品性，给人的感觉多是老面孔，没有创意。产

品没有更新换代，没有与时俱进。泥人技艺的从业人员，包括相关的

行业人士，有习惯性思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相对比较保守，难有

很大突破。加上很多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一味迎合市场，滥用惠山
泥人的技艺，致使原有的传统地方特色蜕变、异化，产生了文化一体

化、风格雷同化的倾向。

2．3无序竞争，品牌尽失。

惠山泥人精美绝伦，具有相当的艺术和欣赏价值，而社会分散的
个私经营以销售旅游纪念品为主，且全市车站、公园、饭店等地被低

质滥货充斥，以粗劣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冲击泥人市场，甚至大肆翻
制正规泥人厂的作品和包装，用以欺诈游客，严重毁损了惠山泥塑的

优质口碑。

另外，无锡手捏泥人还面临着知识产权受侵害、手工制作成本飙

升、惠山泥日益稀少等严重的问题，亟待抢救性的保护措施。

探究造成惠山泥人传承问题的根本原因，从个体因素来看，现代

社会人们的功利与浮躁之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作为观赏品的泥人的
衰败；从社会因素来看，工业化使传统手工艺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日益

尖锐。中国本土文化影响力弱化、西方强势文化渗透，很难想象追赶

时尚的青年会对惠山泥人有多深的理解。现在很多无锡人看不起惠山

泥人，年轻人不了解惠山泥人，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利于这项非遗

发展的文化氛围。另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各种材质的工艺品

琳琅满目、层出不穷，惠山泥人已非不可替代。

3推动无■一山泥■传承麓■的具体措麓

3．1转变理念，形成合力

惠山泥人的传承与发展不能光靠某个部门的单打独斗，需要各部
门通力合作，把技艺力量和资源优势整合起来，明确保护对象，实现

融合创新，建立一个真正的文化品牌。首先，从政府主导的层面来

说，政府有责任扶持、保护惠山泥人，从地方特色文化的高度来统管
泥人行业，特别是要在给予一定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将具有代表性的

民间艺人归并到民间艺术博物馆，让他们消除物质顾虑，专心致志搞
创作。一心一意传承技艺，同时，要解决保护场所问题，根据无锡的
地域特色和文化环境，创设民间艺术博物馆的相关场地并落实其建设

问题；从民间层面来说，应充分发挥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和地方性学会
的作用，做好保护、挖掘、传承、利用的工作。行业组织完全可以承
担起监管泥人市场、保护知识产权、评定技术职称、检测品种质量等

工作，使市场规范发展。有了政府的扶持引导，民间的积极参与，传
承者就会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非遗的保护才能落到实处。

3．2重视人才，避免“断档”

泥人从业者青黄不接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过去我们对传

统文化艺术多半是利用大于保护，索取胜于给予，对于民间艺术者的
关注往往流于形式，通常是授牌发证了事，缺少人性化的关怀，因此

不能激发他们的从业和创作热情。因此，对于技艺精湛的老一辈的泥
塑家，要从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如：通过政府

专项津贴进行资助或是采取命名方式进行吸引，鼓励其带徒传艺，使

他们能安心从事技艺的传授和研究。对于青年人，要建立一套完整的

机制，对其中有天分肯努力钻研的人进行大力培养，甚至可以考虑让

这部分青年人脱离市场化生产，专心进行技艺学习，采取考核制度，

定期进行技艺水平，作品评比，进行末尾淘汰制，使其有不断进取的
动力和随时可能被淘汰和取代的压力。唯有这样，惠山泥人才不会在
市场化大生产的商品道路上越走越远，导致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失去传

承，也不会出现老艺人保守不愿意教授看家本领，导致人亡艺亡的遗
憾发生，可谓一举数得。

3．3加大宣传，创新途径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一定不能忽视宣传力度。大力

宣传惠山泥人的历史渊源，使其广为人知，并将历史知识与审美情趣

相结合，让年轻人认可、喜爱它的同时，由衷地产生民族自豪感，并
自发地投^保护传承它的过程，这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在传承途径上，也要寻找新的方法和载体。一是可以借鉴景德镇
的成功经验，在民间建立泥塑大师工作室；二是秉持“从青年人抓
起”的理念，同学校协商合作，联合开办相关的培训班，将泥人艺术

纳入到学生的课堂中，提升影响力。塑造专业人才；三是可以建立惠

山泥人会员俱乐部，作为专业馆所、泥人艺术与广大社会、市民对接

的桥梁，建立—个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群体。

4结膏

惠山泥塑的传承与保护要求政府、地方、社会通力合作，大力拨

款，培养高素质的额型人才，结合现代的新型文化和老一辈的传统文

化，创造出新一代的文化形象，最终推动惠山泥人走出无锡，走向世

界。

◆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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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孔子
陈菲

(山东省郯城县第一中学，山东I晦沂276100)

摘要：《论语》是我国的文化经典。《论语》中有大量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值得我们学习。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文学素养不够而对孔子

的思想产生一些误解，本文立足于现实谈谈孔子思想的启发意义。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古代的文化。

关键词：《论语》；孔子思想；“仁”；消除误解

O苜青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论语》正是儒学文化的重
要经典之一。《论语》虽然篇幅短小(共20篇)，但其中所蕴含的人
生态度、价值观念，在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语》是孔子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生智慧，而

且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启发意义。学一点《论

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而且对学生将来的立身处世也大有
裨益。

高二下学期我们开设了《论语》选修课。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

我发现由于学生的文学积累太少，文化底蕴相对薄弱，对两千多年前
的孔子的思想和经历知之甚少。课本也只是选取了《论语》中的一些
经典语句。学生读到的是一些只言片语，难免会断章取义。加上《论

语》中中的某些内容离我们的时代较为久远，致使学生难以理解，所
以有些学生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一些误解和消极情绪。因此，要想让
学生理解经典，并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首先就应该消除学生

对孔子思想的误解。

1对孔子之“仁”的曩解

孔子十分推崇仁德。“仁”是他理想人格的核心。那什么是
“仁”呢?子贡曾经问孔子： “有没有一个字值得我们终身践行

呢?”孔子说：“大概就是‘恕’吧!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出了仁的根本。它

是一种由己及人的精神，而有的同学却说： “入和人的需求和爱好怎
么会是相同的呢?自己喜欢的，对方不一定喜欢，而自己不喜欢的，

对方却不一定讨厌。以自己的欲或不欲去推及别人，这就不是爱护别
人了。反而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如果好恶的标准不同，那岂

不是给别人造成了伤害?”这其实就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解。“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博爱的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方法论。
“恕”就是用自己的心去体察别人睁b，用爱自己婚b去爱别人。它

的标准不是一人一事，面是普遍的大家都认可的标准，那就是爱。当

你看到—个顽皮的孩童，想到自己的弟弟妹妹而目光中多一些宽容和
疼爱；当你与父母因琐事而起了争执，想到自己也终有为人父母时而
能心存理解和感恩；当你发现别人错误的行为，想到自己也不是无缺

的，因此不是粗暴地指责而是委婉的提醒⋯⋯每当这样的时刻，你的

心就会温柔而幸福，、因为仁正在你的心里。

2孔子并不否定私欲

颜渊也曾问过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就是仁。”(《论语．颜
渊》)这句话的意思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回复到仁”。(《先秦

诸子选读》人教版26页)而课后相关链接中却将“克”解释为“克
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一字之差就让许多同学对孔子思

想产生了误解。他们认为孔子否定私欲。人不能爱自己，一切只能遵
循礼的规定，孔子就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孔子称赞他最喜爱的学生
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
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所以有人认为孔子是一个只愿过苦
日子的清教徒。其实孔子没有否定过私欲。他所说的“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前提正是爱自己。面对富贵，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
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他只是在提醒我们，不能任由自

彩塑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江南论坛，2005(5)．

【2】沈大授．无锡泥人传承和保护的思路(N)．中国改革报，2011(11)

f3】张文瑶．浅议惠山泥人的传承与发展【J】．美术教育研究，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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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私欲无限膨胀，而做出有损仁德的事。不能只想到自己而伤害他

人。君子也爱财，只是君子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论语．述而》)
孔子说，君子应安贫乐道。并不是说孔子生来就喜欢过贫苦的

生活。他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
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奴隶社会，出身决定富贵，命
运不是自己能主宰的。孔子的安贫乐道就为这些生而贫苦的人们寻找
到了一条心灵解脱之道。孔子说：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

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贫困不是最可怕的，如果你有一颗
从容淡定的心，在任何境遇中你都能活的快乐。

子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小人
因为整日纠结于自己的私利，唯恐失去，最怕吃亏，因此整日患得患

失，忐忑不安。人活一世，追求富贵也罢，名利也好，最终都是为了

内心的幸福。若不择手段，蝇营狗苟。失去的正是一颗可以幸福的

心，人不要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而君子因为内心

善良，宽容而活得坦坦荡荡。仁就是我们的幸福之道。

3如何认识孔子推●的“礼”

颜渊曾经问仁的具体做法，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
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有的学生就对孔子产生了这
样的误解：孔子以“礼”来束缚人们的自由，压抑人们的个性，就是
为了以森严的等级制度维护君主专制。 孔子的确十分推崇周公制定的
礼乐制度。但我不认为他仅仅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正是因为他生活
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的生命由地位高的
人主宰。孔子说：“札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句话道
出了“礼”的根本。孔子向地位低的人传道，希望他们能谨言慎行，
不招致怨怒，从而保全自己。孔子同时向地位高的人传道，希望他们
能施行仁政，爱惜民力，不滥杀无辜。我觉得孔子始终以一种悲天悯

人的情怀来看待这个世界，来关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思想对现代人们的生活
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人都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生
活。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的随心所欲，你总要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和

感受，要顾全大局。礼就是以和谐为目标的行事规范。时代变了，礼
的内容和具体要求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但为他人着想，严于律己的精

神应该得到传承。若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忌他人的感受。甚至

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任意损害他人的利益，那就会引发各种矛盾。破

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那么，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就不会生活的幸

福。

4结语

仅由这几点看来，孔子就不愧圣人之名。他能看透人的内心。而
道出人性的本质。因此，他的智慧能跨越两千多年而依旧璀璨。我们

应该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来学习古代文化，吸取其精华而摒弃其糟粕，
在我们伟大的先哲的引领之下去追寻我们的幸福。

◆膏瓷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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