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徐州民间艺术的代表种类之一，徐州泥塑艺术历史悠

久，是一种有着6000多年发展历史的艺术，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据考证，1963年在徐州东部的邳县四户镇竹园村东侧发

现大墩子遗址，发掘出554座墓葬，出土器物6000余件，其中有

大量窑穴、窑等遗迹，出土大量陶塑器即泥质红陶作品、夹砂红

陶作品，如陶尊、陶猪、陶象、陶狗、陶羊、陶牛等（图1），共计陶塑

器197件。大墩子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6445±200年，

在发掘的过程中，两种艺术品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出土一只伏窝

生蛋的陶鸡模型，鸡的形状与现在鸡的形状相差不远；二是出土

三件陶房模型，陶房有圆有方，正面有门，两侧有窗，戗脊出檐，

与山西赵村出土的半穴式凸字形房屋相比有明显进步，又有别

于东夷高脚楼不砌墙的风格。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塑器在色彩

造型上分为三色绘制，一种方式是白坯为底黑红绘制，另一种为

红底为坯黑白绘制，并在器物上绘以网纹图案。

1984年，徐州市云龙区狮子山发掘出汉代楚王墓葬，故称狮

子山楚王陵，其墓主为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考古学家王恺负

探究徐州泥塑艺术的发展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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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徐州泥塑艺术的发展有着特定的发展背景，古代徐州泥塑艺术的发展为徐州现代泥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通过前期的调研和考证，分析徐州古代泥塑艺术的艺术特点和制作工艺，这些因素造就了今天徐州泥塑艺术特定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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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项目的整理工作，出土金缕玉衣一件，陶俑4000多件，震惊中

外。出土的汉兵马俑与西安秦兵马俑如出一辙，均为帝王的陪

葬品。汉兵马俑队形整齐，手拿戈、矛、剑、弓弩等武器，陶俑表

情各异，千姿百态，有的昂首挺胸，有的张着嘴，有的侧着身，有

的表情痛苦，有的低着头，有的撇着嘴，有的在大吼，等等（图

2）。这些汉代兵马俑采用模具制作，再通过二次加工拼塑而

成。当时工匠根据其工艺进行艺术创作，将一些没有生命的泥

巴创作成活灵活现的艺术作品。汉兵马俑的表现手法与秦兵马

俑不同，秦兵马俑创作注重写实的艺术表现形式，人的形体比例

接近生活；汉兵马俑创作运用了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写意手法，采

用夸张、抽象的表现形式展示汉代艺术的洒脱和自由。这种由

写实到写意的艺术表现形式，更侧重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弱

化了线条和形制的比例，拙朴中富有内涵。材料主要采用当地

的陶土。汉代徐州泥塑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也为后

期徐州泥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兵马俑是徐州古代泥塑艺术的代表作，后期徐州泥塑艺

术的发展延续了这种泥塑艺术风格，并将其继承和发展。此后，

徐州泥塑玩具在周边得到了广泛发展，这种将泥巴塑造成型通

过烧制成陶塑的技艺流传至今。如今，泥塑玩具种类朝着多元

化发展，有刀马人、泥鸽子哨、泥牛角哨、泥老虎、泥猴、泥鸡、泥

狗、泥兔等（图3）。其中，徐州县区以沛县的泥模和泥娃娃，邳州

市和新沂市、睢宁县的泥玩具最具代表性；徐州市区的江苏陶塑

名人王光永（图4），群艺馆的李本华和泥塑艺人周光臣、崔守址、

孙美玉为杰出代表。徐州的泥塑作品带有浓厚的人文情怀、深

厚的文化背景以及厚重的历史积淀，展现出质朴的乡土气息。

色彩方面也体现出浓郁的民间美术色彩观，如红、黑、绿、黄、白

等色，鲜明亮丽，观赏性强，深受百姓喜爱。徐州泥塑也是徐州

云龙山庙会、白云山庙会、蟠桃庙会、泰山庙会等各大庙会期间

竞相展示的重点项目。

结语

通过前期的实地调研和考证，徐州泥塑艺术的发展有其特

定的背景，历史也是一脉相承的。徐州泥塑在形制上主要分为

玩具和泥人两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写意，在色彩上体现民

间美术风格。随着社会的发展，机械化生产代替了手工制作。

思想的多元化发展、不同文化的不断融合也造就了今天的徐州

泥塑艺术，同时也为徐州泥塑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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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新型课程、课堂教育与创新思路方面。全区各高等院校逐

渐建立起版画课程的各版种工作室，丰富了版画领域的表现形

式与表现技法。其中，除木版课程以外，还建立了铜版、丝网、综

合版等工作室，为学院版画专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教学思路与创新角度看，学院版画具有一定的科研优势，

它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技术技法，紧跟新时代艺术的发展脚

步。在科尔沁地区的环境中，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技法，对地域

性的表现语言进行创新，传承并发扬蒙古族文化特征与民族精

神。

要注意结合高校美术教育的发展，不断吸取新鲜血液。内

蒙古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美术学专业版画研究方向成立将近二

十年，版画专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这些取得的成就得益于科

尔沁地域文化氛围，版画家成长在版画之乡的大环境中，吸收本

土地域文化精髓，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民族性与当代性

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上，高校版画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学院的版画教学稳步发展，教学上始终主张以人为

本，坚持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以传承优良版画观念、坚持现代创

新理念为宗旨。科尔沁版画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这两大体系

的碰撞中，受到了密切、直接的影响。因此，利用高校的教学力

量推动学院版画艺术与科尔沁版画的发展，是以后教学努力的

方向。

3.力求科尔沁版画多方位、多元化发展

科尔沁版画要始终坚持以创造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特点和

个性化的版画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力求多元化

发展。要加强自我宣传，扩大对外交流，提升影响力。如，可以

利用网络进行宣传，利用现代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有利平台，加

强传统创作材质与新媒体的结合，从形式和语言上开拓创新。

要切合当地实际，建立与高校美术教育的密切联系，注重科尔沁

版画的理论与创作相结合，邀请著名版画家进校园，建设儿童版

画实践基地。

当下，科尔沁版画艺术提倡多样化、新颖化，与当代版画发

展形势接轨，研究版画本身的性能、肌理、技法应当结合当地优

秀的传统文化，注重民族性与地域性的重要特征，从而创新科尔

沁版画艺术的创作理念，使其获得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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