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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淮阳“泥泥狗”的题材及加工过程
（一）题材

淮阳“泥泥狗”的题材多为动物，飞禽走兽，无所不有，造

型虚幻神秘约 200 余种。奇禽异兽或人兽同体，也均常见，如

“人面猴”、“猴头燕”、“九头鸟”等。其中“人面猴”又称“人祖

猴”，是“泥泥狗”中似人非人、似猿非猿的形象，庄严、肃穆、神

圣，无一般玩具猴的顽皮神态，体现了原始先民图腾崇拜的虔

诚心理。

十二生肖、西游记等系列泥泥狗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是传

统与现代的结合。它是在继承了淮阳泥泥狗质朴、神秘、夸张

风格要素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是民间艺人从现实生活中吸取

创作灵感的结果。创作主题源于生活，但表现方法仍具有民间

美术的强烈特征。塑造手法和形式构思已经不体现传统民间

艺人在特定观念（崇神）下所具有的群体共识和原则。这是传

统民间美术在现代生活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走向。

从传统到现代的创新，给泥泥狗的传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

（二）加工过程

淮阳泥泥狗大多为徒手捏制，也有少数品种用模子翻印。

泥泥狗的全部工艺过程分为选土、打泥、搓坯、插空成型、晾

干、染色、画花七个步骤。

第一步选土，要取高粘土，俗称“胶泥”，然后把高粘土晾

干、碾碎。第二步打泥，要加水适度，在又大又圆的石台上，用

木棍、钢筋棍反复掺和，直到和成；打泥的目的是使泥土均匀、

柔软。第三步搓坯，按成品的规格把泥团搓成坯子，再一个个

捏成泥玩具；泥泥狗在夏天和冬天一般不进行制作；因为夏天

太热，手心容易出汗，泥滑；冬天太冷，泥冻。第四步插空成形，

用竹签插上两个孔，两孔在泥泥狗内交叉，有一个孔可以吹

响。第五步晾干，在通风处阴干，这是最费时间的一步。第六步

染色，泥泥狗底色涂染方法与其它地方不同，不是逐个上色，

而是成批“浸染”；先把“煮青”在大锅里调好，再把成型晾干的

泥胎放进铁丝编的罩篱内浸入染缸，捞起后全部泥胎均染得

通体乌黑，放在草席上晾干，然后逐个彩绘。在黑底上多用白、

大红、浅绿、明黄等色施绘。第七步画花，用一种削尖的高粱秸

蘸着颜色画出纹样；因为艺人们泡制的颜料都很黏稠，用毛笔

画不开，所以都用这种自制的画笔来上色，线条粗重、概括，很

少涂染大面积的色块。淮阳“泥泥狗”均是“土里土气”，原汁原

味，才能体现古拙与神秘。随着社会发展，泥泥狗也在不断的

创新、变化。

二、淮阳“泥泥狗”工艺造型
（一）造型分类

在泥泥狗中，根据形态特征分为原始型、融合型、现代型。

按造型大小和设色又分为：小泥鳖、中小板、娃娃头、大花货。

其中最原始的就属娃娃头了，又称梨喽、喔留，状似葫芦，粗端

调音口 3 到 5 个，和我国古代乐器陶埙极其相似，是泥泥狗中

最古拙、荒诞的原始形体。按造型大小和设色中发展起来的作

品有：抟土造人类、生殖崇拜类、吉祥类、十二生肖类、现代作

品类。前三类作品，属于传统泥泥狗,其中融合型最为常见、也

最典型，主要特点是人禽同体、人兽同体，无法还其原形。这类

泥泥狗构成方式极为抽象，组合结构虚幻，本身没有准确称

谓，只有一些概括、含蓄的名称。由于这些怪异形体不完全由

某种禽或兽演绎而来，因此难以准确认定。比如“四不像”是一

个兽神有首无面的造型，确切的说就是头部刻有“十”字符号

的泥团。而“双头狗”和“九头燕”，它们的复合形体为一阴一

阳，一雌一雄。一物两头寓意人丁兴旺、多子多福。

（二）造型特征

稳中求动———淮阳泥泥狗的动态以稳重为主，几乎没有

过大的动势，人物的造型基本是正势。在平稳中传递了一种内

在的气势。好像“稳如泰山”一词的形容，立地扎根很坚固，不

可动摇。这种动态就像能够长久存在，产生一种时空的永恒

感。

方圆结合———方圆结合本身就是具备一种哲理性。淮阳

泥泥狗的头概括成圆形，而身体处理成方形，胳膊做成圆柱

形，脚就做成方块形。大方大圆的结合，特征尤为明确。淮阳泥

泥狗就是用最洗练的形传达最丰富的东西。

斩钉截铁———淮阳泥泥狗用线很有力度，挺拔且直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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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拖泥带水，没一点做作。用点也十分果敢、铿锵有力，斩

钉截铁。

三、淮阳泥泥狗的装饰特点
（一）线的装饰

淮阳“泥泥狗”的纹饰种类很多，主要以线绘和点绘为主。

直线、弧线、折线、波浪线、圆圈以及色点作规则排列，形成强

烈的装饰效果。泥泥狗形体上的装饰图案又可归纳为类绳纹、

类篮纹、马蹄纹、花朵纹、折纹、三角纹、太阳纹等。“泥泥狗”

最传统的装饰花纹是腹部枣核形状的花纹，一圈套一圈，用

红、白、黄、绿画在黑底色上，外围绘有毛状的线条，象征女性

生殖器官，是母系氏族时代“生殖崇拜”的延续。比如在泥泥狗

的泥猴类作品中，“人祖猴”前身正面用红色绘作竖立的橄榄

形纹饰、并环以多层竖向弧线，外围是放射状白色短线。泥泥

狗形体上的点线符号从个体上看，自由、沉稳、古拙、随意；从

群体看却带有明显的规律性和程式化，这些程式化的符号构

成了泥泥狗艺术的独特地方风格和审美特质。

（二）色的装饰

淮阳泥泥狗不作大面积的色彩装饰，之用黑色铺地，绘以

红、青、黄、白，给人以神秘、绚丽的原始感。“泥泥狗”黑的底色

不仅显得沉稳，还显得古老遥远，有一种盘古开天地的原初感

觉，天地混沌一片，万物俱在孕育之中。黑色在我国民间属于

正色，淮阳“泥泥狗”大量使用黑色，寓意以正压邪。而在中国

其他地区的泥玩具中，白底极为普遍，而黑底色玩具较少。无

论是山西凤翔的老虎挂面、无锡的惠山泥人还是天津的泥人

张，这些民间泥塑基本都是以白色为基调再辅助其它色彩的

着色方式，而淮阳泥泥狗则全部使用黑色作为底色，这是它的

重要特色之一。

“泥泥狗”在色彩装饰处理上，基本采用红、青、黄、白，统

称“五色”，这是五种传统的颜色，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五行思

想。在节日喜庆的日子，绚丽色彩使民间美术的欣赏者———劳

动人民，提高心情的愉悦，表达质朴豪爽的情感。同时增加“泥

泥狗”神秘凝重的感觉，颇有古代彩陶风韵。

四、淮阳泥泥狗的文化心理
（一）造型体现的文化心理

在“泥泥狗”中表现为一种奇特的作品———“草帽老虎”。

一只半蹲半卧的老虎，头戴一顶草帽，脸部羞涩地遮盖在草帽

下。草帽多为圆形，有的扁平，有的尖顶，有的在脑后成扇形。

帽上均彩绘鼻眼和一个“王”字，整个头部简化、变形为一顶

“草帽”，只见其帽，不见其面。这样的造型背后是有一个古老

的故事，传说在上古时代，整个世界上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二

人。为了繁衍人类，兄妹二人求上天做媒结为夫妻。上天让他

俩从山上推下两扇石磨，如果石磨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他们可

以结为夫妻。结果，两个石磨合在了一起，于是两人结为夫妻。

女娲出于羞涩，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泥泥狗”中有一种“猴骑狗”的造型，暗合了伏羲的“伏”

字，是半人半犬这种含义。猴在泥泥狗中称“人面猴”或“人祖

猴”，因此这种造型也就暗示了“伏”字?

“泥泥狗”的“泥泥”的意思一是动词“制造”，二为材料“黄

土”，以泥土为原料的“泥泥狗”。伏羲与女娲为了更快更多地

增加人类，就捏制了许多泥人。这些泥人晒干后，皆能走、能

言，变成了人。而每到下雨，伏羲与女娲来不及把泥人一个个

收起，就用扫帚扫，泥人受损，就出现了瞎子、瘸子等残疾人。

淮阳“泥泥狗”艺术反映了生命繁荣的审美理想。它的许多作

品均反应女娲抟土造人、繁衍子孙的传说。而淮阳二月“人祖

庙会”的民俗活动也始终围绕“朝祖”与“求子”的主题，表现出

淮阳人民对繁衍、欢喜、圆满、幸福、长寿的美好愿望。

（二）色彩体现的文化心理

泥泥狗的五色代表了“五行”，五色是本色，是万物之本

色。泥泥狗从底色黑色而起，揭示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宇宙大千世界万物生长消息的整体

秩序规律。这种浑厚与古朴，来自于饰绘泥泥狗的“五色”，秉

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色彩哲学观念。“人祖会”上，人们用五彩

线缝制鞋子和绣品敬献人祖，或挑起五彩装饰的花篮尽情舞

蹈，祈祷人祖送子降福。其实，用五彩绣鞋祭祀生殖之神，已成

为黄河流域民间的古老风俗。我国不少民间工艺、节庆民俗、

图腾崇仰、农祀集会等，都把青、赤、黄、白、黑“五色”作为正

色，并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五、结论
综上，淮阳泥泥狗是民间艺人通过世代传承，凭借内心的

直观体验和情感冲动，恰当好处的表现手法，创造出一件件扣

人心弦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图腾”艺术。“泥泥狗”艺术

的存在，不仅真实的记录了人类祖先生殖崇拜文化的种种轨

迹，也是一种原始图腾文化的延续和拓展，是中华民族民俗文

化中的一种极为典型、罕见的艺术瑰宝，更是研究中国本源文

化的“活化石”。对泥泥狗自身来说，中原黄土文化奠定了它的

造型审美基础，地方社会生活造就了它独特的审美品格，是地

域色彩、民间传统艺术文化造就了它的特色。泥泥狗隐含了深

厚的传统文化、民俗民风及原始宗教意识，它身上的各种各样

的元素早已成为民间艺人表达集体审美倾向和寄予美好愿望

的载体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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