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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山东地区的民间泥塑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山东泥塑玩具粗

犷豪放的造型、热烈明快的色彩、朴素的装饰、粗放质朴的画风都是齐鲁文化思想和审美观念

的直接表现。 正是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形成了山东泥塑玩具独特、鲜明的地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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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民间美术的重要类别,山东地区的民间

泥塑艺术反映、沉淀着山东人民的丰富精神情感,
以其独特的形式承载着齐鲁文化的深厚内涵,是
研究传统齐鲁文化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

山东地区的民间泥塑是北方黄河流域泥塑的

重要代表。 由于取材方便,制作简单,山东地区民

间泥塑玩具不但产地众多,而且地域性特征鲜明。
山东地区的潍坊高密和安丘、滨州的惠民、临沂苍

山、烟台莱州、济南、青岛、枣庄、聊城莘县等地都

盛产泥塑玩具[1]。 受各地不同地域的风情民俗、
文化历史的影响,山东各地民间泥塑具有自身鲜

明的特色,但在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山东各地

泥塑又有着整体、普遍的共性艺术特色。 在长期

的历史进程中,齐鲁文化所追求的自强不息、刚健

有为、天人和谐的精神理念塑造了山东人坚韧不

拔、勤劳善良、粗犷豪放的性格,也形成了山东民

间泥塑玩具造型奔放、朴实浑厚、质朴自然的艺术

特色。 因此,齐鲁文化的精神理念,深刻体现在山

东各地丰富的民间泥塑艺术中。 山东民间泥塑玩

具的创作者都是民间艺人,泥塑玩具直接表现了

农民的喜怒哀乐,寄托着农民的思想情感,表现了

他们的生活生产和审美追求,所以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这都是齐鲁文化熏陶之下的产物。
一、造型简练、粗犷豪放

齐鲁大地,孔孟之乡,民风淳厚,文化底蕴深

厚,山东民间艺人将齐鲁大地的传统文化精神主

动的运用到泥塑玩具创作中,使其具有生动真实、
大气包容、粗犷厚重、娱乐性强的审美特征。 民间

泥塑玩具的造型植根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所

见所闻,它的造型风格必然受到百姓日常生活习

惯和齐鲁文化审美思想观念的影响。 泥塑玩具最

大的特色是其鲜明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其题材大

都与老百姓的民俗活动密切关联。 同时,民间泥

塑玩具服务对象多是孩童,因此,其造型必然服务

于孩童的眼光和需求,既要引起孩童的喜爱和兴

趣,又要实用好玩,还要在娱乐功能上满足好看、
好玩、好听等诸多游戏娱乐的需求。 再次,玩具是

农民在农闲之余就地取材制作,所以还要做到随

地取材,实惠便宜,大众普及,唯有如此,民间泥塑

玩具才能扎根于生活的土壤,经久不衰。
民间泥塑玩具注重娱乐功能,“寓教于玩”,

“寓教于乐”是其功能的精华所在。 山东地区民间

泥塑玩具创作就是为孩童的玩耍和教育目的而服

务的。 一般而言,百姓的艺术创作皆源自其生活

中的民俗信仰,如老虎具有凶猛勇敢的天性,人们

普遍认为老虎代表着强大、勇敢和力量,故认为虎

虎生威、虎头虎脑、生龙活虎象征着孩童的健康和

活泼,所以,山东泥塑玩具有大量的老虎形象。 齐

鲁文化影响下的山东人民憨厚实在,泥塑老虎玩

具就是对齐鲁文化的一种质朴通俗的表达。 自古

至今,山东潍坊高密、安丘的泥塑老虎数量多,造
型简洁,都给人以粗犷、朴实的美感。 齐鲁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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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犷奔放、百姓质朴的性格,便决定了泥塑老虎的

形象塑造不是凶猛威武、虎啸山林的勇者形象,而
是可爱、浑圆、呆胖、憨态可掬的宜人形象。 即使

有凶猛、威严的老虎形象,也是于威严中流露出古

朴,而绝不充满杀气。 其实,泥塑老虎和民间虎头

帽、虎头鞋一样,都表达了百姓希望孩子像老虎一

样健康、勇敢的期待,都寄予了百姓希望孩子健康

成长的美好愿望。 为了表现老虎敦厚浑朴、圆润

饱满的生动形象,民间艺人抓住老虎的主要特征,
突出表现老虎张开的嘴巴和睁大的眼睛,有意夸

大虎头的造型,省略表现老虎的四肢和尾巴,以头

大、眼大、嘴大、身小这样简练概括的处理方式,使
得整个老虎形象生动传神,简洁豪放[2]。 可以说,
山东地区泥塑玩具对神的追求、对形的简化正象

我国传统绘画追求的“不求形似,而求神似”。 因

此,注重整体效果,舍弃细微末节,有意夸张主题,
手法简洁是山东泥塑玩具的造型特色。 运用这样

的技法,民间艺人把现实中的虎和民间信仰中理

想化的虎交融在一起,促成了泥塑老虎集朴素与

美观于一身的形象特色,使其具有人的性格,满含

人的感情,又不失作为玩具的趣味性。 民间艺人

勤劳智慧的结晶使其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山东人形成了勤劳、热

情、豪放、纯朴的品格,这样的品格反映在泥塑玩

具的审美上自然地体现出一种古朴、厚重的风格

特点。 山东泥塑玩具扎根于齐鲁文化悠久历史和

深厚文化底蕴,夸张变形是民间美术常用的表现

手法,也是泥塑玩具形象塑造手法。 在泥塑中使

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是为了更加鲜明地突出形

象,凸显神韵。 山东地区民间玩具在造型手法和

艺术法则上, 大都不作细节刻画, 往往是将所要

表现的对象, 加以自由、随心所欲的想象大胆取

舍, 以夸张的表现手法进行创造。 山东泥塑的

狮、马、狗、鸟等动物形象,往往头大身小,且多处

于顽皮戏耍的动态中, 或突出表现其展翅欲飞,
或特意夸大其斗志昂扬, 或对其进行适度变形,
只要表现效果需要,民间艺人就可以突破传统手

法的限制, 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表现形象的内在

神韵。 所以,尽管山东地区泥塑的形象粗犷,不够

写实, 但却都浑厚古朴、生动传神,具有一种齐鲁

文化独特的自然之美。
二、色彩艳丽、热烈明快

山东民间艺术根植于齐鲁大地,是广大人民

群众审美和智慧的结晶。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

民群众按照自己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把日常

劳动场景、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等内容,加以艺术化的处理,从而创造了人民群众

所喜闻乐见的民间美术。 民间乡土美术的整体情

调是朴实开朗的,这种乐观开放的情绪表现在色

彩的运用上就是艳丽、明快、丰富。 这体现在山东

地区民间泥塑玩具的色彩上,便是自发原始、响亮

活泼的,而且绚丽丰富、五彩斑斓,故山东民间泥

塑玩具多以大红、黄、绿为主。 黄、红色是我国北

方传统文化中喜庆和吉祥的颜色,红配绿、黄配蓝

等搭配具有视觉冲击力,装饰意味明显。 但山东

泥塑玩具在色彩上却不局限于黄、红两大主色调,
也用黑、青、白等其它颜色。 “三分塑,七分彩”,为
了突出表现泥塑玩具的鲜明特点,山东民间泥塑

玩具常用大面积的色块对比,热烈明快,同时,民
间泥塑玩具绘制粗犷、风格豪爽、明快、洒脱,这都

使得泥塑玩具形象鲜明生动,令人过目难忘。
山东滨州惠民泥塑的背面为素胎,正面以白

色为底,施以大团的红绿色彩,造型朴拙,用色鲜

艳,对比强烈。 在白色的底子上用大团的色彩表

现图案的轮廓。 在泥塑整体泼辣奔放的色彩应用

中,大红、大绿色彩运用较多。 如惠民泥人张代表

性玩具扳不倒,人物从脖颈开始,周身密布红、蓝
花朵,对花卉的枝、叶表现,则用绿色来传达,大
红、大绿、蓝色、浅绿等鲜明的色彩对比增强整个

泥塑作品的视觉层次。 这样的颜色搭配,不但对

比鲜明、热烈喜庆,而且会给人以自由活泼的视觉

享受,让创作出的泥塑形象更加形象生动,成为滨

州河南张泥塑玩具色彩运用的特色[3]。
山东民间泥塑由于受到儒家“中和”思想的影

响,具有齐鲁文化的内涵美感。 儒家思想以“仁”
为核心,认为社会要达到符合仁德君子的道德内

涵,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获得美感愉悦。 民

间泥塑工匠基于对美的和谐统一的思想认识,创
作出了自由灵活的表现手法。 所以山东民间泥塑

玩具多通过和谐有序的色彩运用规律,追求对比、
均衡、稳重与和谐相结合,获得中和平实的美感。
在色彩对比中求统一, 在统一中求对比,这是山

东泥塑色彩运用的一般规律。 潍坊高密聂家庄泥

塑在色彩运用上,整体上追求明快醒目而又搭配

协调的艺术效果。 在实际运用上,就是在注重色

彩的冷暖对比的基础上,又追求和谐统一效果。
高密聂家庄泥塑多以红、绿两种颜色为基本色调,
颜色处理对比鲜明、简洁利落。 除了一般泥塑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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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大红、大绿、黄色等颜色之外,聂家庄泥塑还

喜用桃红、玫瑰、深紫等颜色,并常用金色和银色。
聂家庄泥塑动物及人物的面部常常轻抹淡淡的桃

红色,显得形象活泼生动、真实有趣,形成了健康、
强壮的情趣,加上金色和银色的纹饰衬托,显得华

贵富丽。 在山东地区,潍坊高密的扑灰年画、剪
纸、泥塑被誉为“高密三宝”。 聂家庄泥塑玩具的

特点还在于其创作题材和手法受到了扑灰年画和

剪纸的影响。 在色彩的表达运用上,聂家庄泥塑

借鉴了了扑灰年画讲求浓彩浓色,追求色彩艳丽,
对比强烈的特色,还使用了扑灰年画“平面涂色”、
“粉脸”、“赋彩”、“涂明油”等工序,加强了色彩的

明亮度,使得画面精致、生动,富有情趣[4]。 这些

泥塑色彩使用的规律,都与齐鲁文化乐观开放、朴
实自然的色彩观念相吻合,形成了山东泥塑的鲜

明特色。
三、图案装饰、朴素艳丽

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的山东人朴实乐观、热爱

生活,性格正直善良,老实憨厚,忠孝仁义之风源

远流长。 在山东泥塑玩具的图案装饰方面,有两

个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山东民间泥塑玩具装饰图

案和其造型一样,具有粗放、浪漫、夸张的特点,体
现了山东人的性格;另一方面,泥塑纹样的图案多

来源于百姓日常生活,寄托着人们的生活理想,反
映了山东人朴实乐观的美好生活愿望。 泥塑玩具

图案装饰的使用是为了强化民间玩具的外观,塑
造玩具的形体。 其题材来自民间生活,也是百姓

日常生活审美观的体现,因此,朴素自然、无拘无

束,直接的把百姓的生活、风俗、思想、情趣等反映

了出来。 一般来说,山东泥塑玩具有的表面装饰

仅为大面积的单色平涂,并不直接描绘图案。 但

在描绘图案的部分泥塑中,多具有粗放、率真、浪
漫、夸张的艺术特点。 精炼、浪漫、夸张、变形的手

法使用,使山东泥塑具有强烈的装饰趣味。 这些

图案技法的使用,使得民间玩具更加丰富多彩,充
满活泼喜庆的气氛。

齐鲁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决定了山东民间泥

塑玩具的多样性,也彰显出其创造性的一面。 在

装饰图案方面,山东泥塑玩具取材广泛、内容丰

富。 常见的纹样有果实、花卉、走兽、昆虫以及吉

祥纹样等。 其中绝大部分是取自现实生活,题材

上以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植物花卉为主。 这些富有

吉祥寓意的纹样,绝大多数是围绕着“福寿、富贵、
平安”一类的思想意识,来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 如临沂地区的泥塑玩具中,人物形象的玩

具多用莲花图案来填充。 在形式构成上,对称与

均衡的手法在人物玩具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形成

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在佛教中,莲花是佛的

象征,代表着崇高、圣洁、吉祥、平安、素雅、光明的

清净世界。 但是在民间艺术中,莲花通常是代表

着百姓对繁盛和繁衍的美好祝愿。 莲花的自然特

征被视作是多子多福、子孙繁衍的象征物。 在民

间泥塑中多采用莲花作为装饰以象征多子多福。
因此,莲花纹饰普遍出现在民间剪纸、泥塑玩具、
年画中。 临沂地区的泥塑玩具中,莲花图案在装

饰中占主要地位,几乎每个玩具服饰正中都会装

饰一朵鲜红的莲花,两边分别有绿色的莲叶衬托。
民间还把“莲”的谐音作为彩头,如“莲”谐音“连”
“廉”,这使得莲花纹饰在民间的象征意义更加充

实。 “莲”与“连”谐音,寓意为“连生贵子” “连年

如意”、“百子连科”、“连生九子”,因此莲花在民

间传统文化中象征多子多福。 可以说,寓意和象

征性是山东泥塑玩具图案装饰的最大特点。
此外,山东民间泥塑玩具纹饰还有很多牡丹、

菊花、花卉、植物等自然纹样和点、直线、曲线、漩
涡纹等几何纹样。 这些图案纹饰是民间艺人经过

对现实生活素材的选取,融入自己的个体艺术认

知,加以改造、提炼,创作的纹饰作品。 在实际运

用时,要灵活处理,恰当使用,如山东泥塑的动物

形象如泥牛、泥虎、泥猴等造型的表面有时经常运

用旋涡纹、条状纹来表现动物的毛皮效果,临沂褚

庄的泥鸟、泥鸡装饰纹样极富变化,同是一种造型

的鸟,却可分别用牡丹、菊花、条纹、网纹、几何纹

等十几种花纹装饰鸟身。 这些都是民间是对自然

纹样的归纳、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泥塑在造

型及纹样绘制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套路,具
有明显的固定程式化特征。 如山东高密聂家庄泥

塑在图案纹样绘制方面,向高密民间剪纸靠拢,大
胆夸张,注重写意神似,力求简约概括,具有天然

质朴的艺术风格。
四、画风多变、粗放质朴

山东民间美术既是齐鲁文化产生的重要母

体,同时也是齐鲁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产物。 山

东泥塑玩具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由齐鲁文化

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
时也受到了民间美术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历史积淀

的影响。 民间泥塑玩具来自民间,因此在材料制

作和加工技艺上比较简陋,往往就地取材,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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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简单随意,少有创新,这是因为传统的审美意

识影响了人们的欣赏习惯,人们喜欢生活气息浓

厚、简单自然的东西,而不去喜欢那些复杂、繁琐

的东西。 这也是山东民间泥塑玩具之所以流传久

远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民间美术的画风粗放

质朴,随意率真,线条的使用往往洒脱随意、流畅

自如,正是因为其粗细变化优美流畅的线条,才使

得泥塑玩具装饰图案的表现生动灵活。 山东地区

的泥塑玩具画风以自由粗放的写意表达为主,画
风多变、粗放质朴。 对泥塑形象的描绘既有抽象,
又有具象,既有固定程式,又随意自由。

山东昌潍地区的潍坊安丘与高密的泥塑属同

一地域风格体系,具有相同的画风特点。 昌潍地

区泥塑彩绘注重色块而少见墨线,往往多以色块

描线形象。 这种装饰画风,在安丘泥塑玩具上表

现得尤为典型。 安丘泥塑玩具作品有不倒翁、泥
老虎、泥孩、泥猴、泥公鸡等类型,在这些形象的塑

造上,往往通体不见一根墨线,甚至连彩线也不

用,使得整个玩具形象显示出一种简淡天真的装

饰美。 敦厚浑朴、圆润饱满的造型,单纯质朴的画

风,给泥塑增添了一种真实生动、自然贴切的质朴

之美[5]。 与此昌潍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临沂、苍山

一带的泥塑玩具则具有不同的风格。 这里生产的

泥塑通常白粉底色,彩绘时以较小的笔触涂色,很
少有大面积的色块。 其绘制过程是先有轮廓后有

色彩,即要先在打好底色的素胎上描绘出物象的

形体、服饰、手足等主要结构,再在物象各个区域

内涂上各种色彩。 当地民间的泥塑艺人们说:“先
勾墨线后上色,颜色跑了墨当家。”这样,即使颜色

不够准确也不会影响玩具的整体效果,因为有黑

色“当家”,墨色已经限定了彩绘的大小和范围。
临沂地区的泥塑以戏曲人物最为著名,究其原因,
色彩的鲜艳多变、线条的流畅生动,使得戏曲人物

具有较强的动感,在丰富的色彩和多变的笔触中,
能够充分体现戏曲人物的风韵[6]。

山东民间泥塑凝炼着齐鲁文化的精髓,也反

映了齐鲁文化古朴自然的艺术气质。 因此,其在

色彩描绘技法方面,更是有着生动真实、质朴无华

的特点。 这一点,滨州惠民的河南张泥塑玩具最

是独具特色。 河南张泥塑彩绘笔法讲究一次绘

成,不加修饰,自然天成。 故笔触连接处痕迹明

显,不重复描画边线,不对边线连接处加以修饰,
起笔落笔的颜色的浓淡变化明显,讲究真实自然

是其最大的特色。 当然,由于民间泥塑艺人们长

期的操作,泥塑线条的描绘手段也变得日益洒脱

自如,线条的长短、粗细,描绘的浓谈、方圆等线条

的变化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不加修饰,保持自

然更显示出河南张泥塑玩具质朴无华的特点。
山东地区民间泥塑玩具扎根于齐鲁文化,扎

根于百姓日常生活,其粗犷豪放的造型、热烈明快

的色彩、朴素的装饰、粗放质朴的画风以及注重主

观感情表达的方式,都深刻体现了山东民间美术

古朴浑厚、豪放简练的特点。 同时,我们也要看

到:山东地域广阔,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俗礼

仪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山东不同地域的民间泥塑

风格又不尽相同,各自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但

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已渗透到山东民间泥塑的方

方面面,所以,山东泥塑玩具所传达的山东百姓普

遍、共同的纯朴乡土风情、浓郁生活气息为我们描

绘了齐鲁文化美丽的画卷,这无疑是对齐鲁文化

内涵特色最生动、最真实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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