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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六营村的泥塑具有夸张和美观的造型艺术， 靓丽鲜艳的色彩， 深受人们喜爱。 它是受历史民俗沉淀的影响， 具有很强地域性
特点； 丰富的造型角色， 各自也都有其特殊的寓意涵括表象。 六营村的泥塑艺人虽然没有见过真实的老虎， 却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创造
出民间百姓们心目中最可亲可爱、 最理想化， 最美好的老虎形象。 这离不开当地历史民俗文化对其几百年来的滋养与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 凤翔处于中华文明的发源和发展中心地带， 周秦汉唐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沐浴了这块土地， 孕育了凤翔泥塑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精
品。 这与兴盛于西周时期的青铜艺术在地域上具有相同的本源， 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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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凤翔泥塑主要分布于陕西凤翔城关镇的
六营村， 据当地村民传说： “明兴武五年间 （公元 １３７０ 元）， 明太祖朱
元璋派李文兵在凤翔一带 “兵屯” 驻守， 后来朝廷撒销了屯兵制， 兵屯
的第六营士兵没有走， 遂在当地安顿下来， 开荒种地， 逐渐形成村落―
―六营村。 这些士兵中有些人非常擅长陶瓷手艺， 闲暇时间便和土为
泥， 捏制成各种造型的 “泥耍” 添上颜色当做玩具。 后来军士转化为这
里的居民， 利用当地非常有粘性的板板土， 捏造泥人， 制模彩绘， 或送
人或拿到庙会上出售， 使之成为一门营生。 当地老百姓置这种泥塑于家
中， 起到镇宅、 辟邪、 护佑、 增岁， 纳福的作用。 然而学术界却认为凤
翔泥塑这一艺术形式并不仅仅起源于明朝。 凤翔位于关中西部， 姜炎文
化于周秦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发源， 据 枟凤翔县志枠 记载： “县境内发掘
出土的春秋战国、 汉、 唐时期的古墓随葬物品中， 有各种形态的动物、
人物陶俑， 如虎、 牛、 猪、 狗、 羊等， 其形制相似于今日之泥塑。” 由
此可见其泥塑工艺历史之久。 顺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 我们甚至可以
从先秦青铜文明时期中找到凤翔泥塑的影子与雏形， 例如宝鸡出土的西
周青铜兽面马冠饰、 当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秦国金虎符等， 其中最能体
现凤翔泥塑的特征的便是先秦文化中青铜器上的饕餮纹 （兽面纹）。 这
些纹饰无论从形式到内容， 都对凤翔泥塑起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 我
们从饕餮纹出发， 来探讨凤翔泥塑对于这一古老纹饰的继承与发展。
饕餮， 是传说中龙的第五子， 是一种存在于传说、 想象的神秘怪

兽。 古书 枟山海经枠 介绍其特点是： 状如羊身人面， 其目在腋下， 虎齿
人爪， 其音如婴儿。 而饕餮纹也叫兽面纹， 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
一， 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 据多数学者考证其源自于红山、 龙山、 良
渚文化中的玉琮。 经历夏代之后发展成为殷商时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
饰。 饕餮纹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贪吃无厌并具有神秘色彩的怪兽， 生
有角、 爪、 尾， 其实是以常见的虎、 羊、 牛为原型创造的。 类似与龙，
麒麟等神话怪兽。 它造型生动， 极具冲击性的视觉美感。 凶猛庄严中不
失细腻严谨， 境界高远， 制作技法精巧， 代表了青铜器纹饰图案的最高
水平， 达到今人无法比拟的高度。
提到饕餮纹的发展， 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下作为其艺术载体的青铜器

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青铜时代， 主要源于夏朝， 在商朝晚期、 西周早期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形成了其最为灿烂夺目的鼎盛时期。 “国之大事，
在祭与戎”， 青铜器在那个时代是地位、 身份、 宗教的象征， 即是祭祀
的神器， 也是战争的武器。 这一时期， 人们信仰的是多神社会， 认为君
权神授， 而青铜器便是君权和神权的象征。
青铜艺术的主体便是青铜纹饰， 据现有的考古发现， 基本上所有的

青铜礼器上面都有纹饰， 集中而又鲜明的体现了当时的审美面貌和艺术
水准。 这些纹饰往往造型夸张、 神秘， 构图绚丽、 奇巧， 营造出一种严
肃、 狞厉、 冷峻的特殊美感。 商代的青铜纹样主要分为几何纹饰和动物
纹饰两种， 兽面纹就是动物纹饰中非常重要的一支。 饕餮纹饰的形象在
自然界中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创造者根据现实客观世界的动物所
想象出来的一个艺术形象， 体现的是对祖先和图腾神的崇拜和敬仰。 饕
餮纹的布局一般为： 以鼻梁为中线， 两侧作对称排列， 成兽面形象， 大
眼、 有鼻、 双角， 通常没有下唇。 也有使用两个夔纹对称排列， 组成饕
餮形象的例子存在。 饕餮的特征是， 它把兽头表现为好像被从中一剖为
二， 两半各向一边展开， 又在鼻子中央合一。 以此兽作为纹饰， 是古人
融合了自然界各种凶猛野兽的特征， 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派生出来的。
饕餮的面部巨大的夸张， 装饰性很强， 常作为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 我
们在博物馆里观看和欣赏其具体形态特征时， 不难发现其与凤翔泥塑中
虎面挂片在一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度。

一、 造型上的相似之处
六营村的泥塑具有夸张和美观的造型艺术， 靓丽鲜艳的色彩， 深受

人们喜爱。 它是受历史民俗沉淀的影响， 具有很强地域性特点； 丰富的
造型角色， 各自也都有其特殊的寓意涵括表象。 六营村的泥塑艺人虽然
没有见过真实的老虎， 却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创造出民间百姓们心目
中最可亲可爱、 最理想化， 最美好的老虎形象。 这离不开当地历史民俗
文化对其几百年来的滋养与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凤翔处于中华文
明的发源和发展中心地带， 周秦汉唐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沐浴了这块土
地， 孕育了凤翔泥塑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精品。 这与兴盛于西周时期的
青铜艺术在地域上具有相同的本源， 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
虎面塑得惟妙惟肖， 凶猛、 威风间透着一种亲切、 可爱的憨态。 粗

狂简练的艺术特色中又不是细腻淳厚的风格， 于大红大绿的色彩间体现
一种民俗地、 质朴地民间艺术的精妙绝伦。 挂虎的形象是暴额凸睛， 色
彩艳丽华美， 头顶牡丹仙花， 双眉细描对鱼。 （对鱼的格式特点， 主要
来源于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彩陶文化中鱼纹女阴生殖符号， 代表生命繁衍
长盛的意喻。） 而鼻子为人祖， 属阳。 如此阴阳结合的造型纹饰， 表现
了阴阳结合， 万物繁衍的吉祥心愿。 头顶的王字为牡丹花所代替， 意吉
星高照， 期望富贵有余。 人族鼻子上饰有贯钱， 意万贯利钱， 是财富的
象征。 其他的纹饰， 也多以五谷或自然中的花草， 果实等巧妙加以缀
饰， 耳朵上的颤头缀以蝴蝶或婴童， 是为了表现出生命绵绵不息， 繁华
如锦， 果实累累的永恒主题。 虎头上绘有宝葫芦， 象征子孙昌盛， “瓜
瓞绵绵”； 如果我们耐心的加以理解， 能体会出作者希翼生命绵延长久，
子孙永享富贵太平的美好心意。 所以， 挂虎也被视为是生育繁衍， 护佑
健康的神物。 虎面造型与青铜器兽面纹在造像上存在着很多相通点， 同
样符合对称美法则， 造型相似， 以鼻为中心左右对称排列， 而两边的纹
饰讲究绝对的对称美。 凤翔泥塑在造型花饰上同样有很多讲究的， 它们
各自也都有其特殊的寓意涵括表象。 色彩鲜丽， 造型逼真。 分彩绘和素
描形式。 塑得惟妙惟肖， 凶猛、 威风间透着一种亲切、 可爱的憨态。 粗
狂简练的艺术特色中又不是细腻淳厚的风格， 于大红大绿的色彩间体现
一种民俗地、 质朴地民间艺术的精妙绝伦。
二、 同样的符合形式美法则。
造型风格多种多样的青铜器兽面纹追循对称统一美的形式美法则。

它是商代艺术家自觉认识形式美的创作结晶。 对称美是一切形式美的基
础性特点。 兽面纹严谨的对称性造型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以鼻梁为中
心线， 两边对称排列， 互为镜像的形式效果。 对称的排列自然会给人以
美得观感。 兽面纹的面、 眉、 目、 口、 鼻、 牙都大小均衡， 产生了构图
上的对称美感。 在装饰效果上使人看到一种秩序性、 稳定性的和谐美
感。 整个造型结构鲜明、 夸张精妙， 凶猛严肃， 威风凛凛。 纹饰错综复
杂， 以细云雷纹衬底。 将人们引到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艺术世界。 非常能
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力， 视觉美感很强。 凶猛庄严中不失细腻严谨， 制作
技法之精巧， 境界之高超， 代表了青铜器纹饰图案的最高水平， 达到今
人无法比拟的高度。 兽面左右互为相反的五官看起来在图形上具有形体
内在张力， 形成宽大而恢弘地气势的同时又见于精妙细微的表现技法。
作为辅纹存在的云雷文、 夔龙纹、 凤鸟纹等纹饰在兽面主体空间位置以
对称性排列。 兽面纹的形式美还符合变化与统一、 条理与反复、 均齐与
平衡、 对比与调和、 比例与权衡、 节奏与韵律等特定形式上的美感。 例
如： 兽面纹的面、 眉、 目、 口、 鼻、 牙等造型各异的元素， 都得到了恰
如其分的组织安排， 艺术家较好的处理了彼此在形体上的矛盾关系， 在
变化上不离统一的形式美。 又如： 兽面纹面部器官在表现技法上体现了
刚与柔、 方与圆的对比与调和之美等。 兽面纹的造型原理具备一般的图



　 　
商业文化　　　　　管理视窗

· 悙77　　　 ·

形基本原理与形式美感。 是商周时代艺术工匠智慧与手工技法的杰出表
现。 兽面纹饰也只是看起来相对的对称， 一如人的面庞， 左右都要对
称、 美丽才看起来好看。 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命
的律动感。

凤翔泥塑中虎面形象， 在吸取饕餮 （兽面） 纹的主要特像上， 在装
饰美感上做了非常大的夸张美化的功夫。 在暴额凸睛， 人祖鼻子， 呲牙
咧嘴的主要特征上， 吸取原始彩陶纹饰人面双鱼纹的元素， 威风凛凛的
神态， 獠牙狰狞外露， 大红大绿浓烈鲜艳的色彩是为了表达祛凶、 避
恶、 无病、 无灾的对生命和生活无比热爱的美好意愿。 凤翔泥塑与青铜
艺术同样符合形式美法则， 是民俗艺术家对艺术美的理解。 凤翔泥塑的
凸睛暴额为椭圆卵形， 讲究绝对的对称， 突出夸大了双目， 表现了狰
狞、 凶猛的神情特点， 此外设计者独具匠心的以鼻梁中线为对称轴， 两
边展开立体的视觉效果， 以突出形式化的审美方向。 夸大裂开的血红的
大口与对视的集中于一点的圆瞪的双目， 简化的獠牙是为了在夸张、 对
称、 统一、 简明、 扼要的装饰美表现的技法基础之上， 突出其威严与肃
穆的神态特征。 与青铜器不同的是它的暴额凸镜、
人祖鼻子， 呲牙咧嘴虽然相似， 但是凤翔泥塑在装饰特点上： １、

更加形似、 生动可爱的形象代替了古代青铜器凝重、 肃穆的宗教祭祀器
皿固有神秘氛围。 ２、 它随心随意活泼的表现手法打破了一丝不苟的青
铜艺术程式化造型规范造型。 ３、 民俗化大红、 大绿喜庆寓意的色彩
（例如粉红鲜艳的牡丹花， 多子多福火红吉庆的石榴花， 红、 黄、 绿间
色随意描画的贯钱等等）， 追求简约扼要的表现； 代替了青铜器物单一、
古朴、 华丽繁重的装饰风格。

图一、 收藏于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 凤翔泥塑挂虎。

　　三、 寓意上的相似性与异
同性
凤翔泥塑艺术在图形寓意

上表达了对子孙绵长， 富贵吉
祥的美好期望。 对鱼双眉， 牡
丹花抹额， 花饰， 点缀铜钱，
石榴花等纹饰， 是这些心愿最
好的表现。 这与古人使用饕餮
（兽面） 纹作为青铜器主要纹饰
的原始祭祀用品的初衷心意是
相通的， 都是为了表达子孙繁
盛， 五谷丰登、 财源无尽、 生
命健康永恆的祁愿， 对永享美
好生活的追求向往。
饕餮纹在夏、 商、 周青铜

器文化上中常常被作为是最主要的纹饰， 尤其是青铜鼎和簋上。 青铜器
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古人祭祀器。 “殷人重鬼”， 在祭祀器上频繁出现的也
具有相当丰富的宗教意义。 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 有的像龙、
虎、 牛、 马、 羊、 鹿； 还有的像人凤、 鸟、 人。 或做各种动物的夸张变
形结合造型， 威风庄严中透着不可冒犯的神威。 饕餮纹这种名称并不是
古时就有的， 而是金石学兴起时， 由宋人起名的。 其装饰性特别强， 美
感神秘绝伦。 图案庄严、 凝重而神秘。 将人们引到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艺
术世界。 非常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力， 视觉美感很强。 凶猛庄严中不失
细腻严谨， 制作技法之精巧， 境界之高超， 代表了青铜器纹饰图案的最
高水平， 达到今人无法比拟的高度。
凤翔泥塑在造型上与青铜器兽面纹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在使用用途上也存在异同点， 虎面挂塑是民俗性的东西， 是人们对生
命、 生活、 平安的祈愿与祝福， 而商周青铜器的主要作用是古人的祭祀
器， 它的使用者是贵族， 具有某种宗教色彩。 同样也都是人们迷信的产
物， 两者是矛盾中存在的统一。 同为炎黄儿女， 当然希望中华民族的长
长久久， 兴盛不衰。 凤翔泥塑的造型更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进
步， 在古代艺术精品中吸取优秀精华元素的同时又开辟出了具有自己特
色的独特艺术之大美， 值得的当代每个艺术工作者借鉴学习， 对古代与
传统民俗文化与艺术的开掘与整理， 吸收借鉴与发扬创新， 不断推陈，
创作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地文化艺术作品， 使其走向世界而发扬光大，
是摆在我们艺术文化工作者面前最首要、 最迫切的学习任务。 （作者单
位： 咸阳师范学院设计学院）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陕西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 规划 ２０１３ 年度课

题， 在教学中运用民间艺术元素启迪大学生设计创新研究 －以凤翔泥塑
吉祥纹样为例 （编号： ＳＣＨ１３３３５） 成果。

（下接第 ９７页） 审计人员应该根据准备阶段的审计计划， 来进行取证、
评价， 并根据审计过程中所获得的证据， 整理成相应的审计结论， 为之
后的审计评价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 终结阶段
终结阶段是审计工作中的最后一步，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它是

对整个审计过程起到一定的总结作用。 当一个企业已经在实施会计电算
化之后， 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内容就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只是对被审计企
业的会计报表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发表自我的审计意见。
还应该对相应的被审单位中的信息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给出适

当的评价及意见。 当企业的审计工作完成时， 应该将审计结构进行汇
总， 成为审计报告， 在实际的会计工作中， 审计报告的内容应该是具体
的包括以下几种：

①把审计过程中的相关资料， 进行整理。
②把设计工作中使用的底稿， 进行再次检查。
③把审计工作中的话语， 进行汇总， 整理成相应的报告。
四、 结束语
本文主讲述的是自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出世之后， 计算机网络技

术在时代中逐渐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工作中
都是在使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办公， 在信息化的影响下， 我国的会计师注
册状况也在随之发生着变化。
本文主要针对注册会计师在信息化的影响下， 与传统的注册会计师

相比较， 又有哪些变化，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以及在信息化影响下注册
会计师的标砖也在随之增高， 这些标准不断的鞭策会计师审计人员不断
的前进， 只有自己各个方面的综合素质提高了， 以及掌握牢固的会计审
计知识， 才会为所所在的企业创下工作业绩， 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
中， 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 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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