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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浚县“泥咕咕"艺术的发展策略

田 珂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本文介绍了河南浚县民间泥塑艺术“泥咕咕”的审美与文化特征，并对“泥咕咕”艺术的发展现状

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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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泥咕咕”

“泥咕咕”又名咕咕鸡儿、咕咕哨，是特产于河南省鹤壁市

浚县杨圮屯的一种可吹响的泥塑，因为能用嘴吹出不同的声

音，所以形象地称之为“咕咕”。主要造型以燕子、斑鸠、孔雀、

老虎、狮子、大象等飞禽和动物为主，还有一些以三国、水浒和

瓦岗军为原型的人物、战马的造型。“泥咕咕”制作工具很简

单，主要是塑型的竹筒和竹棍，制作者利用这些器具，经过和

水、捶制等工序，将当地的黄胶泥塑成作品，然后蘸上松香、洋

颜色、用自制的麻笔在塑型坯上涂绘，多以黑色为底色，然后

再以红、黄、蓝、绿等比较鲜艳的颜色绘出各种图案，再用清漆

罩上～层，放入砖砌的小土窑焙烧后成型。有着千年历史的泥

咕咕既是玩具，又是工艺品，体现了中原地区农耕文明朴素的

审美特色，在2002年5月20日被列入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泥咕咕”的审美与文化特征

(一)艺术审美方面

1、浚县“泥咕咕”造型夸张，特色鲜明

“泥咕咕”艺术通过夸张变形来表现对象的精神气质和神

情风貌，其中最为标志性的就是斑鸠鸟和燕鸟的造型，黑色的

斑鸠鸟喙部短小尖锐，呈昂头状，体态丰满圆润，呈流线型。夸

张的塑造了“咕咕鸟”憨厚富态的形体特征。

2、浚县“泥咕咕”装饰纹样繁多，艺术性强

“泥咕咕”的背部是绘制图案的重点部位，制作者会着重

突出这一区域。在描绘上使用复杂的图案纹样，鲜明的色彩。

主要采用的图案纹样是线条细腻流畅的唐代花草纹装饰，有

兰草纹、菊花纹、荷纹、孔雀尾纹、鸟羽纹、葵花纹、柳叶纹、桃

形纹等，这些宛转流畅的纹样描绘在深色的泥底上，极具装饰

艺术性。

3、浚县“泥咕咕”色彩丰富，表现力强

浚县“泥咕咕”胎塑的底色一般是黑色，个别用赭石、熟褐

等。花草纹的用色一般采用高纯度、高明度的原色或间色，即

大红、大绿、中黄、鲜蓝等，有的则是在黑底上专门涂抹开辟一

块白色，然后再绘以纹样，深色的底和艳丽的纹样对比，体现

浓郁的民间艺术韵味。

(二)在文化特征方面

浚县“泥咕咕”带有明显的原始生殖崇拜的现实依据。浚

县山上，多是以求子为主的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宜子”就成

为了“泥咕咕”一个重要的文化核心符号，浚县当地流传着这

样的民谣：“买个咕咕鸡儿，包您生子又生孙儿。”因此，大家来

浚县庙会都会买泥咕咕带回家，以求子孙兴旺。此外，浚县“泥

咕咕”还传达着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情感。过去生产力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牛、羊、猪、狗、鸡等家畜、家禽的数量就成为了衡

量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当地人就喜欢用泥塑出这

些家畜和家禽的模样，表达来年能六畜兴旺的愿望。

三、“泥咕咕”产业的发展的现状

(一)“泥咕咕”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

因古庙会形象辐射力仍然停留在附近区域，浚县民间工

艺品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工艺品的销售量相当有限，

经常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出现“有人气没财气”的现象。在

制作方面，“手工作坊式”现象普遍存在，“工业化生产”能力较

差，无法真正形成产业集群，缺乏规模效益。

(二)与相关的文化产业联系不够紧密

浚县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

化资源存量丰厚，但在开发利用方面力度较小、效率较低，缺

乏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导致文化资源潜力难以有效发挥，

“泥咕咕”作为浚县民间工艺品的精髓，需要更多地融入黎阳

古城文化资源，打造更高层次的民俗民间工艺品品牌。

(三)创新视角脱离了传统根基

许多“泥咕咕”的民间艺人都在致力创新，但是有些创新

视角脱离了传统根基。比如把泥咕咕和当今流行的主题相结

合，如海宝、福娃、腾讯企鹅等，看似与时尚接轨．却丧失了传

统的味道。因此，创新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内涵和意

境，而不是盲目的罗列和融合各类元素。

(四)人才储备不足

由于“泥咕咕”艺术的老一辈传承人多采用家庭作坊式进

行创作，艺术的传承就局限在家庭成员之间，因此人才的储备

量不足。其次，由于浚县的区位条件、经济条件和城市规模等

原因，缺乏创意人才、运营人才、管理人才，难以适应现代文化

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
、

四、“泥咕咕”艺术发展策略

2002年国务院将“泥咕咕”连同浚县民间社火列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泥咕咕”的发展和保护带来新的

生机和潜力，但是由于“泥咕咕”人才匮乏、产业化程度低等原

因，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因此，笔者就加快“泥咕咕”艺术产业

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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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营销模式，加大宣传力度

创新营销模式，可以采用门店直销和网上直销等形式，实

现经营的多元化。创新制作模式，可以采用“公司加家庭作坊”

的经营方式，把原来单个、分散的制作体系有机的整合和统

一，为产业化经营奠定基础。加大宣传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

知道“泥咕咕”、了解“泥咕咕”、喜爱“泥咕咕”，让传统的民间

艺术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二)走产业化和精品化并重的路子

以产业化实现发展，只有产业化经营才能把以“泥咕咕”

为代表浚县泥玩这一重要的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开拓上下游

产品，拉长产业链条，实现标准化、集约化发展。以精品化推动

发展，要在制作、包装、和推广上下功夫，在保持“泥咕咕”原有

的乡土气息的基础上，实现以精品促产品、以精品促宣传、以

精品促发展。

(三)大力培养后备人才

浚县“泥咕咕”在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父子相传、乡

里授艺以及师徒传承等形式，虽然涌现出许多民间艺人，形成

了独特的地域风格和个人风格，但是整体发展水平有限。在下

一步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人才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首

先，“泥咕咕”艺术在在理论化、体系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因此应该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深入研究挖掘“泥咕咕”的

深层意义和新的制作方法和工艺，广阔“泥咕咕”的外延，深化

“泥咕咕”的内涵，提升“泥咕咕”的文化品位，为更好的发挥文

化软实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虽然“泥咕咕”的制作方法较

为简单，但是要产业化发展需要更多熟练的、能掌握“泥咕咕”

艺术精髓的专业技术人才，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效仿西藏地区

开设的唐卡艺术学校做法，通过开办专门的培训学校为“泥咕

咕”产业化发展提供人力保证。

浚县“泥咕咕”是豫北地区的一只民间艺术奇葩，与淮阳

的“泥泥狗”南北呼应、相得益彰，保护好、利用好、推广好“泥

泥狗”艺术，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泥咕咕”艺术一定能够更好的传承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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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6页J录片就是这样一种从科学研究的传统中发
展出来的电影类型。似乎这种将纪录片的真实托付给类似于

机械的冷静思考，是纪录片对于真实的孜孜以求。但这种追求

现实么?

20世纪20年代，格里尔逊最早引申了“documentary”的

意涵，而汉语将其翻译成纪录片而非记录片。不同在于，纪录

片加入了“人为化的处理”，即制作者对现实的理性思考和筛

选，并最终通过视听元素将其表现出来。事实上，在电影纪录

片诞生后的百年间，真实再现的手法就一直被采用着。这里所

说的“真实再现”是指事件发生时，没有留下足够的影像及音

频资料，事后根据创作的需要，采用虚构的方式把当时发生的

事件模拟重现出来。

弗拉哈迪的被公认为是世界纪录片开山之作的矧E方的

纳努克》一片在制作时，许多情景也都是利用重拍、摆拍等虚

构手法拍摄的。当时，爱斯基摩人已不居住冰屋了，生活方式

也已经不像影片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他们已经学会用更先进

的武器狩猎。影片中所呈现的画面，都是在弗拉哈迪的要求

下，爱斯基摩人做的。

这种创作手法的最大争议莫过于“真实再现”无法完全的

再现真实。其实，长期以来，人们将纪录片中“真实”与传统新

闻理论中“真实”混淆了，甚至把文艺领域的“真实”问题与各

种哲学对于真实的判断直接等同。纪录片需要纪录真实，但作

为艺术作品的纪录片，也万万不能少了艺术的表达。美国著名

纪录片理论家威廉姆斯精辟地总结道：“对真实和虚构采取过

于简单化的两分法，是我们在思考纪录电影的真实问题时遇

到的根本困难⋯⋯但是，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

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笔者认为，“真实再现”的底线，即不

能掩盖我们对历史真相把握的信念。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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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将从游戏和艺术共在的愉快情感出发提出：艺术的

本质是自由，只有自由的才是艺术的。现实是。艺术这一游戏

自由了么?

从纪录片的先行，到故事片的后来居上．经济的利益才是

根本原因。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真正的电影不是从拍摄而是从

发行开始的，因此电影一开始就带上了经济的原罪。一部纪录

片的真实与否，不可能不与周边环境的政治、伦理、意识形态

发生关联，此外，从画面配解说，到原生态同期声，还有“思想”

上的主观真实，层层交错的环节让人们无法求得一个公认的

“真实”，正如哲学家无法想象一个绝对的、超越一切的真理。

技术总是不断在进步，因此对与真实的追求也永无止境。

或许有一天当活动的三维图像开始普及，我们的后代也会将

我们现在苦苦寻来的真实毫不留情的丢弃DE?其实，就像上面

提到的，纪录片的成功之处都是抓住了某些与真实有关的感

觉，达到了真实情感的共鸣，实现了普遍意义的思考，而并非

达到了真实境界。我们手中的摄像机，不仅仅是生活的简单写

照，它也需要揭示生活的真谛，这样纪录片的生存发展才会有

更大的空间。

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国际化，功利性专题片的胜利、艺术的

纪录片的冷落。似乎是非虚构类影视作品难以避免的前景。纪

录片不能一味紧抓“真实”这根稻草，如何创新样式、增强艺术

价值和感化人心的力量，也许才是更紧迫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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