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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成县竹篮寨民间泥塑艺术
李 蕾

（西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民间艺术与当地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物质力资源，并稳定地在其区域中流传，因而具有鲜

明的乡土文化特征，故又被人们称为“乡土文化”。民间艺术就像民歌一样凝聚着劳动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祝愿、对美

的追求，既能满足实用的物质需求，又能满足审美的精神需求。本文对甘肃成县竹篮寨民间泥塑艺术的特色、传承及发展进

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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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竹蓝寨简介
竹篮寨位于陇南成县抛沙镇强坝行政村， 村里茂林修

竹，村子的形状就像用竹子编织的篮子一样，故名竹篮寨。

该村以优质土壤著称， 这给竹篮寨泥塑制作提供了很

好的物质条件。此地土质柔软细腻，粘性好，富有手感。土中

沙子很少，而且干后不破裂，是制作泥塑的优质材料。 俗话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正是这些优质的泥土，养育了生

长在这里的一代代民间泥塑艺人。 这些艺人们个个心灵手

巧，一团团不起眼的泥巴，在他们手中转瞬间便会变成形态

各异的工艺品。

据考查得知，竹篮寨人工制作泥塑的历史已有几百年，村

里现有两个老艺人会做泥塑，即张思孔老人（见图 1）和赵金宝
老人。竹篮寨泥塑玩具这样的民间艺术，虽然它有可能被色彩

鲜艳、花样繁多的现代玩具所淹没，但其自身独特的制作方式

及其审美价值取向，绝不是任何现当代玩具所能替代的。

赵金宝先生今年 82岁，他从小喜爱艺术，平时善于观察

生活中的花草虫鱼，自学美术，擅长写意画，偶习书法，尤善

楷书。 赵金宝从小家境贫苦，他父亲靠做小型泥塑玩具（见

图 2）来维持生计。受父亲的影响，赵金宝也酷爱泥塑并继承

了父业。 那时竹篮寨村的人们都喜欢这门技术，家家户户基

本都会制作。 赵金宝说，泥塑玩具销售最旺盛的时期担出一

担泥塑玩具到城里，很快就卖完了。 零售玩具的小贩都到他

们这来订货，再向其他地方出售，有时订货很多，就要加快

制作速度，一夜之间就得制作 100多个泥塑玩具，放在炕洞

里烘干，保证天亮时按预定发货。 但是从 2008年起他开始
停止制作泥塑玩具，他说：“我担不动胶泥了，手脚也不灵便

了。 不做泥货了，有时间就练练书法。 ”他没有收徒弟，三个

儿子也没有再做泥塑。

赵金宝的泥塑玩具以似羊非羊的“羊哨”为代表。 这是

一种很小型的泥塑玩具，在其羊尾巴处吹，可以发出声音。

此外还有瓜娃打肚子、胖娃、财神爷等。 竹篮寨泥塑题材大

都来自神话、传说、动物等。

二、竹篮寨泥塑溯源
竹篮寨民间泥塑的形成和产生， 可以追溯到 800年前

的宋代。 据说宋徽宗时期，成州（成县）大旱，半年没有下雨，

整个农作物焦枯，随处可见讨饭的人群，崇仪郎赵清臣率领

善男信女数千人到成县鸡峰山罗汉洞祈雨， 三天后普降大

雨，部分庄稼得以挽救。 赵清臣为感谢佛的神恩，在鸡峰山

修建了一座生佛阁，因此，鸡峰山的香火非常旺盛，香客

游人络绎不绝。 有庙就有庙会，竹篮寨一些心灵手巧的人

便打起了庙会的主意， 利用闲暇时间做一些小型的泥塑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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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到庙会上去卖，赚一点零用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泥

塑制作逐渐普及到全村家家户户，代代相传，居然一度成

了气候。

竹篮寨泥塑产生的年代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证明：首先，

据赵金宝介绍，1994年从抛沙镇光化村水泥厂附近发现宋
代窑址和竹篮寨相隔

不到 2公里， 它们之

间有着互相或相同的

并存和借鉴关系。 而

在成县支旗乡出土的

宋代三彩陶俑也足以

证明这一点。 它们与

竹篮寨泥塑的制作过

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

系。其次，从竹篮寨泥

塑与其他宋代文物留

存相比较， 在竹篮泥

塑作品中首推公鸡

（见图 3）和胖娃（见

图 4）等题材最具代表性，其特征是造型简洁、饱满、夸张、憨

态十足，体现了其特有的精神面貌和艺术形式。 相同的艺术

特征也体现在距竹篮寨不远的梁楼村宋代遗留的石雕作品

上。如石马、石羊造型简洁、饱满、壮硕、神态安详、憨态横生，

与竹篮寨生产的泥塑作品有同样的造型风格。

三、竹篮寨泥塑的制作过程
据赵金宝介绍，竹篮泥塑所用材料主要有土、模具、白

土（涂白用）、颜色膏子（是一种用植物油做成的颜料，称为

“传统植物颜料”）。 竹篮寨泥塑品制作方法如下：

（一）取土

取土是制作竹篮寨泥塑最关键的一步， 因为并不是所

有的土都可以拿来制作泥塑。 赵金宝说离村子不远处有几

座大山的土就是用来制作泥塑的。 但取的土必须是山腹上

的，因为制作泥塑所需要的土质要具有特殊的黏韧性，山腹

的土质没有沙子正具备这个特点。 而山下的土沙子较多，做

出的泥塑容易破裂。

（二）砸土和泥

把从山腹取来的土拿回来，砸碎后，再用农家用的竹筛

子把土筛出来，除去土里的杂草和大的土块，最好来回多所

筛几次，这样细土就会很干净，然后在筛好的细土中一次性

加入一定量的水，然后放置两小时，让水完全侵入土中，土

被自然浸化后，杂质就逐渐没了。 再将撕开的棉花用力砸入

泥中，所加入的棉花要适量，不然会影响到泥的柔韧性，大

约半小时后，再将和好的泥装入盆灌之类的器皿中，放置在

湿润的地方。 但也要根据季节的不同有效存放，这样可使四

季都可以制作泥塑。

（三）制泥坯

将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泥团取出擀成圆形， 然后再用力

拿木棒敲打，等打好后装入早已准备好的模具里使其成形。

然后取掉模具修整外形，这就成了泥塑的原始泥坯，而这些

泥坯就是制作泥塑玩具的模型。 而这些模型不是用于制作

所有的泥塑玩具，而只是用于胖娃、公鸡题材泥塑玩具的制

作。 制作胖娃时只需在模型里做出一面， 而另一面是空心

的。 这样就可当壁挂，而公鸡的制作却要在模型里倒出两面

后再用泥巴将两面合二为一。 然后等这些做好的泥塑玩具

自然风干就可以上色。

（四）涂白彩绘

涂白是着色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给做好的泥坯玩具打

上白色底色，不是用石灰或白颜料涂，而是要用白土来涂，

这种白土是竹篮寨独有的。 这是天然形成的一种土，白的就

像雪一样， 这种白土在离村大约 2公里的一条小沟里才能
采到。 找到土后把土砸得越细越好，再来回用筛子筛几遍，

然后把木匠用的皮胶在锅里熬化， 再按比例把筛出来的细

土放在锅里和皮胶一起熬上十几分钟。 切记一定要把握胶

和土的比例， 胶太多就会影响泥坯玩具的色调太脏或者太

暗， 胶太少打的底色就很容易掉。 熬好后再给这些泥坯涂

上，涂白时就可以用勺子直接从头灌下，再用大刷子刷，但

一定要均匀。 然后放在阴凉处自然风干，这样光泽度和韧性

相对较好；切不能暴晒，这样会产生裂纹或上的底色容易脱

落。等涂白干后就可以上色了。在上色时必须用传统的植物

颜色，这样画的颜色才不会掉。 在上色时还必须注意线条的

变化、颜色的搭配，如胖娃，红色的外套，绿色的搭配，给人一

种色彩特别强烈的感觉。

（五）烧制

竹篮寨的泥塑除了有打白底色的泥玩具外， 还有一

种底色是黑色，如似羊非羊的羊哨，这种黑色的形成与烧

制有密切的关系。 烧制黑色底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

将晾干的泥坯直接用谷稻草或者锯木为燃料用暗火烧制。

在烧制过程中，泥坯表面的泥土颗粒之间会吸收大量的碳

物质，故而会出乌黑的效果。 第二种是将这些泥坯放置在

人们睡的炕洞中进行烘干，然后在这些黑底色的泥坯上再

染上各种亮色。 如红、黄、绿等这样一点缀就更加醒目了。

这就是打白底色和黑底色的区别：烧制和自然风干。

（六）装制哨子

制作哨子是制作泥玩具的最后一步。 等这些上好的

泥玩具干后，在各个部位钻孔装哨子，这哨子很特别，是

用金竹做的，因为金竹里面是空心的。 然后再把竹子截

成小小的节，然后在这些小节的顶端斜切一刀，在切口

处划一条缝隙插上塑料薄膜，这样就好了，一吹很悦耳，

然后再把这些哨子插在泥玩具的孔中，这样就会发出呜

呜的声音。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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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竹篮寨泥塑的分类与风格
据赵金宝介绍说，竹篮寨泥塑可分为 40多个品种三大

类：玩具类、陈列类、壁挂类。

玩具类作品分泥货和窑货两种。 所谓泥货是指直接用

模型翻制，晾干后涂彩。 窑货则是用手直接捏制晾干后，再

烧制涂彩。泥货以公鸡、胖娃、瓜娃打肚为代表作。其作品有

大小之别和色彩之分，再安装上竹哨，会发各种声音以增强

它的娱乐性。窑货有羊哨、马哨、鸽子哨等几种。陈列类有单

件作品和成套作品两类。 成套为二到四件不等，用于节日，

奇托农民对来年美好的祈盼。 单件作品有 “文昌爷”（见图

5）、“送子娘娘”等。 成套作品是根据某个特定的故事情节组

合成套的，主要作品有“三娘教子”、“连年有余”等。

壁挂类分两类，一类以整体人物造型为主，另一类以脸

谱为主。

竹篮寨泥塑的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首先，它的写意手法，就介于写意画

中的似像非像， 其作品造型简洁、 饱满、夸

张、色彩对比强烈，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艺

人们在同一件作品中将夸张同写实统一，充

满生机和情趣。其次，重彩不重塑。所谓重彩

就是对作品色彩的特别强调和重视。 作品上

彩时讲究反差对比，如绿配红，黄配蓝等，再

加上留白， 作品色彩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最后，对憨稚拙朴、善良的刻画。

五、竹篮寨泥塑艺术的价值
竹篮寨泥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审美价值

和实用价值。 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祈福的心理需求，又体现了

农民的审美情趣。 欣赏这些异彩纷呈的泥塑作品，使人得到

美的享受的同时， 又深刻地感受到它同许多艺术门类有着

密切的关系。 绘画、戏剧、神话、传说、民谣、风俗以及当地

农场最常用的福、禄、寿及十二生肖等，都能在泥塑作品中

找到它们的影子。

竹篮寨泥塑虽无法以科技含量著称， 但它确实在人们

的生活中增添加彩，它也是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在实

用价值上主要体现在装饰墙壁、祭祀、儿童玩耍等。

在装饰上，主要以壁挂为主，祭祀用的泥玩具是在一定

的场合才出现，平时不会随便卖的。 在珍藏时间上也极具挑

战性，而且还具有收藏价值。 因为每件作品均是手工制作，

皆为“孤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存在仿造、复制、盗版

等。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竹篮寨泥塑是人们追求返

璞归真的具体写照，同时也是当今人们追求时尚、个性的

一种体现。

六、竹篮寨泥塑面临失传的原因及现状
在当时经济落后的背景下，制作出的泥塑玩具利润低，

制作过程却又耗时耗力，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做。 在“文

革”期间的一场“反四旧”运动中，大量泥塑作品被销毁，尤

其是带有宗教色彩比较浓的人物泥塑，如“送子观音” 、“文

昌爷”等，同时很多的泥塑模型也被销毁了，从而打击了人

们的积极性，使得制作泥塑的人越来越少。

总之，到现在村里能完整制作出来这样泥塑的人，只有

赵金宝本人和张思孔了。 赵金宝说：“我现在不能做，但张思

孔还在做，他今年 64岁。他主要以‘十二生肖’（见图 6）为代

表作品，当地人们称他为陇南‘泥塑张’。 ”

竹篮寨泥塑造型简洁、质朴，长期以来不被文人赏识，

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 20世纪 50年代初期，竹篮寨开始焕

发了生机。 一些优秀作品被作为体现新中国农民的幸福生

活和精神追求走出了成县，在地、省展出引起了轰动。 在这

段时间里，涌出许多新一代民间艺人，他们为竹篮寨泥塑艺

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这种艺术发展到现在却将要面

临失传，以前 40多个品种，到现在只有 10 个品种，艺人们

如今都是高龄，而仅有的数位中青年艺人也疏于继承，作品

大多粗糙，已失去原来的神韵。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和传承竹篮寨泥塑艺

术一直是当地政府关注的问题。 当地政府已将竹篮寨的泥

塑玩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保护， 我们期待竹篮寨泥

塑重新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希望有更多新一代艺人们去钻

研和传承这门技艺让竹篮寨泥塑艺术走出去， 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和传承这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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