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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的美术形式，既是张扬生命精神和传达生活情感的载体，又包含了人们生存的宁静祥和的心理。这种文化 

智慧的开发，不但促使乡里人际生活环境的优化均调，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关中西部的凤翔县乡村有着丰富多 

彩的民间美术资源。本文以木版年画和彩绘泥塑作为关中西府凤翔民间美术的重点加以介绍，追溯其历史源流，考察生态状况， 

分析艺术特色，以阐述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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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陕西省凤翔县，有着璀璨的文化，考古发现 

多处仰韶文化的遗址，更有商周至战国时青铜器大量 土， 

以及秦砖汉瓦诸多遗存。在这片充满神话色彩而沉浸传统文 

化影响的土地上，勤劳耕作的农民百姓，亦富有文化的智慧， 

他们不仅有生活的体验还有审美的灵性，在生活的自觉中有 

艺术的想象和创造力的发挥。 

从古至今，凤翔流传 “三绝”民谣：“西凤酒，东湖柳， 

女人手。”酒是情美，柳是景美，手则是心灵的美，体现在巧 

手做出的活儿，一句民谣把这方水土风情说得钟灵毓秀，从 

中即可窥知民间美术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一 凤翔的木版年画 

凤翔木版年画迄今已有 470多年的文化发展史，其艺术 

影响覆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其内容繁复，构图 

手法多样，形成了独特的民间工艺种类，深受人们喜爱。 

凤翔木版年画可分门画、六全神、墙画三类。门画中主 

要有 “门神”，分大中小型，四十多种。张贴于院门上的门神， 

是从 “桃符”演化出来的，由秦汉时书写 “神荼郁垒”四字 

以驱瘟灭灾，后演变为人物形象的门神。各地生产的 “武门 

神”人物有多种，而凤翔主要取唐朝开国元勋秦琼、敬德， 

因为陕西多帝王建都，尤盛唐气象引为民心骄傲，有这两位 

武将的雄风英姿而能太平长安。“文门神”有天官、财神、福 

禄寿三星等。门神造型分为站式、坐式、骑式以及上朝、镇 

殿等多种样式。武门神骑马执鞭，形象威风；文门神取天官 

赐福、状元进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题材。还有刘海撒 

金钱、戏金蟾的形象。贴于房门或门窗的，有十美图，诸如 

鱼乐图、祖孙图、倩女寻梅、佳人爱菊、蟾官折桂、天仙送 

子、瑞桃献寿、三元报喜、官带留传、天迁等吉祥的内容， 

富有生活理想和情趣。而于谷雨、端阳节张贴的门画，有张 

天师降五毒、神鸡衔蝎、神虎镇宅、钟馗、灵宝神判等，则 

反映着祈福、避邪、保平安的愿望。 

年画中的 “六全神”，指天爷、土地神、灶神、仓神、牛 

马神、龙王。虔诚敬神是为家业兴旺。在中国 “民以食为天” 

的思想根深蒂固，家家户户都要请灶神，凤翔的灶神画多达 

几十种，销量甚大。有一个男灶神的 “单灶”：身穿黑袍的叫 

“清袍灶”，配有春夏秋冬花卉来装饰背景的叫 “四季花灶”， 

而当地农家每年腊月二十三就要撕掉旧灶神，换上新灶神， 

摆上祭祀品，祈求灶神保佑来年家庭和睦安康。 

“墙画”贴于住房的内部墙壁，题材多取生活风俗、神 

话故事、戏曲人物以及花卉鸟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 

些分为方格、顺格的对称形式，亦适于贴在窗上，称 “窗花 

画”，若与剪纸相配，互映成趣，更为精彩。 

凤翔自古农业发达，年画就有反映男耕女织的“男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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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十忙”，将各种劳动生活的形象穿插连缀，各构成竖长两 

幅左右对称的形式。如 “男十忙”右幅为犁地、运肥 、耧播、 

下种、锄草；左幅则是割麦、晒麦、碾场、扬场、入囤。“女 

十忙”右为弹棉纺线的情节，左是网纱织布的情景，左右联系， 

相互成章。其内容虽注重教育人们勤劳致富，却也安排了些如 

劳动间歇中吃饭、村童田间拾穗等有情趣的细节，颇致生动。 

凤翔木版年画始作单色墨线，手工敷色。后来全部复色 

套印，以大红、桃红、米黄、深绿为主色，辅以橙、紫、蓝、 

淡墨。研究凤翔年画的艺术特色，可以看到唐宋绘画、元明 

清壁画对其影响，更可深究到仰韶彩陶、先秦青铜器、汉画 

像石刻的艺术魅力，对它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故而风格 

古朴浑厚，造型庄重，形神兼备，结构严整，大气磅礴，而 

刀刻劲挺，线条流畅，是典型的北方木刻作风。 

由于凤翔地区农耕文化悠久沉厚，儒家道德观念、耕读 

传家思想深入民心，这使年画创作要求俗中含雅，虽属粗放 

雄强的风格，却不失之为粗野和简单，而含蓄温和朴厚中又 

洋溢激情和幽默，生活情趣十分浓郁。但其造型和色彩上， 

又深受当地民间 “社火”活动那种浩大气势的感染，吸取其 

他民间工艺品诸多特色的优点，使之兼容并蓄，独具西北民 

间年画沉雄瑰奇风采。 

二 凤翔的彩绘泥塑 

凤翔泥塑因保留着浓郁的 “乡土”特色而深受世人的喜 

爱。这里的泥塑受当地古代文化的哺育，以传统内容为主， 

艺术风格上粗犷大方，无纤弱之气，明显保留着周 、秦、汉 、 

唐的文化传统和风格。作品形态不一，手法细腻，造型洗练 

概括、生动夸张，形态妩媚可亲，洋溢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 

生活气息。因民间美术而享有知名度的村庄，如今要算凤翔 

城东十里的纸坊乡六道营。这个村半数以上农家都会制作泥 

玩，有的世代相袭，据县志记载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 

当地的民间艺人制作的泥玩亦称 “彩泥偶”，凤翔当地叫 

做 “耍货”，是小孩子喜爱的玩具。有人物形象，如刘备、关 

公、张飞、唐僧、孙猴、八戒、福禄寿三星以及钟馗、八仙、 

胖娃娃等；有动物，如狮、虎、牛、马、狗、猪、鸡、兔、 

猴等；还有石榴、葫芦、桃、瓜、莲花等。造型浑朴简练， 

彩色夸张艳丽，形象生动活泼、风趣诙谐。如孙悟空既是“顽” 

性未驯的猴子性格，他左手搔额右手举棒，“火眼金睛”怒视， 

又俨然一副识破妖魔的表情。 

另一种呈浮雕型的形式叫 “挂片”，如人与动物组合而成的 

将军骑马、寿星骑鹿，可以挂在墙壁上。有一种 “五毒”挂片， 

运用八卦形式构图；蛇、蝎子、蜈蚣、蜥蝎分布四方，中间盘 
一 大蟾蜍，寓意深邃。“莲鱼”挂片中间坐着—个可爱的白胖娃 

娃，浪漫而富有象征意味。而最有艺术特色、最富神韵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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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11年3月 15日至今对绥化市内50所幼儿园进行的调查为基础，所调查的项目主要有幼儿园性质、 

幼儿园特色、收费标准、园长学历、教师学历、区域角情况以及室外活动面积等。根据以上信息，不但能够反映出绥化市幼儿 

园发展的基本现状，同时也揭示了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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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幼儿教育改革蓬勃发展，幼儿园的建设也日新月异。 

幼儿园不仅是孩子开发智力 、积累知识和早期生活经验的一 

种机构，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乐园。幼儿园对孩子的影响对 

孩子一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 以幼儿园建设的水 

平直接关系到幼儿发展的水平，作为即将步人工作岗位的幼 

儿教师更是要对幼儿园的建设和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 

解，关注幼儿园现状，认识各幼儿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研 

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建议。从而更好地为幼教事业服务。 

本文主要以访谈的形式对绥化市北林区幼儿园现状做了一次 

调查 ，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和总结。 
一 绥化市幼儿园现状分析 

1．幼儿园性质 

在调查的50所幼儿园中，公立幼儿园只有两所，其余都 

是私立幼儿园，公立幼儿园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从 

总体的师资水平、教学环境及各种硬件设施上来看还是领先 

于大多数私立幼儿园的。和私立幼儿园比较公立幼儿园的优 

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 

第一，公立幼儿园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遵照国家教育相关 

部门的规定，围绕和遵循国家推广使用的教材开展幼儿早教 

工作。私立幼儿园在教材的选择上则趋向随意性。 

第二⋯z'-Vr幼儿园的教师招聘程序严格，要求教师具有幼 

挂片，要数脸谱状的 “虎头”了。通常，虎头挂片挂在堂屋的 

正壁，或挂在炕床墙的中央，有镇宅驱邪、消灾保平安的寓意。 

既然民俗以虎头挂片来镇宅驱邪，那么民间艺人在艺术 

创造中，就去强化虎脸的可怕感，故而塑造的虎脸、双目圆 

瞪、两腮鼓起、双眉紧锁、两耳竖直，凸现一股虎劲雄强， 

神气威风。农家希望孩子如虎那般身强力壮、能够创业成功、 

家门旺盛，因而当地人在孩子出生、满月、周岁、生日，或 

在春节过年时，外婆、舅舅总要送去泥老虎或虎头挂片，即 

使孩子长大成人了，也要以此作为重礼品，祝福健康长寿。 

这种以虎喻人的偏爱，形成当地风俗，使得虎头挂片的内涵 

意蕴更为丰富和充实，既有镇宅禳灾之用，又含纳吉求福和 

祈子延寿之意。正因为虎头的双重涵义，所以民间艺人创造 

艺术的 “兽中之王”，在强调虎头的严肃神态、机警眼光和威 

风气质中，又含蓄透露出些许的憨厚性、机灵劲和调皮相， 

适当地换作一副农家所熟悉而又具亲呢感的有似 “猫”貌， 

使虎头面庞既可怕又可爱。 

民间艺人对民俗文化深有理解，并有阐释权，他们以心 

灵世界去创造艺术化的虎头：在虎的额头、脸颊、下巴各处 

画上石榴、牡丹、莲花、海棠；在竖起的双耳上再插上两只 

教专业资格，因而其教师素质具有较高的保障。私立幼儿园 

受利益的驱使，为节省经营的成本，往往从社会上聘请一些非 

幼教专业的人任教，其师资力量较为薄弱，教师素质缺乏保障。 

第三 ，相对私立幼儿园而言，公立幼儿园更加注重开展 

幼儿的启蒙教育，培养幼儿的发散性思维能力，而很多私立 

幼儿园则过早地推崇灌输式教育，教学内容小学化，使幼儿 

错失了最好的启蒙教育时机。 

第四，公立幼儿园的经营管理均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严 

格管制，对于幼儿的安全以及日常的监护给予相当高的重视； 

而私立幼儿园在这方面缺乏管制，如果再加上办学者的安全 

意识淡薄，则幼儿的日常安全隐患会较大。 

第五，公立幼儿园的教学环境及活动场地相对来讲要更 

好一些。例如，绥化市机关幼儿园是绥化市公立幼儿园之一， 

它占地面积为38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086平方米。而大多 

数私立幼儿园的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 ，有的园舍甚至在地下 

室，其主要原因是办园性质不同，公立幼儿园有充足的教育经 

费来建设和改善幼儿园环境，而私立幼儿园的环境创设要依据 

个人的经济条件而定，毕竟和国家相比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2．办园特色 

每个幼儿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正所谓百花争艳，如， 

蒙氏教学、奥尔夫音乐、I 学、双语教学、感统课程、艺术 

小鸟，或两个寿桃、两朵小花；两腮上又插上两只蝴蝶；在 

鼻尖上用铜丝系挂一个红辣椒，尤能显出孩子般的顽皮可爱。 

而描绘和添加在虎头上的种种色彩和图案纹样，都是很有“讲 

究”的，“艺人说：绿色，意万年长青；红色，意四季红火； 

石榴，意多福多子；艾草，意祛毒辟邪；牡丹，意吉祥高照； 

海棠，意富贵；蝴蝶是福；两鼻翼画的贯钱则意在万贯利 

钱⋯⋯如此等等。形象、色彩皆与之含义联系，而串缀组合 

的虎头挂片，达到尽善完美”。 

民间美术采用观念性的符号结构，源自祖先对 “天人合 
一 ”的生命体验和领悟，来表达生活理想的心音。历经世代 

传袭，已赋予人们更多的审美悟性和灵气，凝结人们真诚的 

生活情感，而演化为装饰性的图案和色彩，作为生活美和人 

格美的意象创造。风翔虎头的艺术创造，即是凤翔人对于做 

人的理念所崇尚性格特征的美之表现，以此作为审美主体张 

扬生命精神和传达生活情感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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