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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凤翔泥塑是六营村的传统手工艺，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在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变化。考究其历史，调研

其现状，都让我们感受到民间手工艺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

的，其规模的扩大与缩小非常灵活，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活态

的发展中去保护民间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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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凤翔泥塑的发展

1.1    泥塑村的形成

凤翔是一个手工艺发达的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

的手工艺特色，而纸坊镇（现为城关镇）六营村擅长的是制

作泥塑。每一次去六营村，听艺人们对他们作品的介绍，总会

听到几个字眼：“以前……”、“现在……”很多人会误以为凤

翔泥塑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中是一个定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才产生变化。其实村民们口中的“以前”，是指他们所见到或

听村里老人所说的解放前那一段时间的样式。通过采访和翻

阅县志，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解放前六营村的村民几乎每一年

都有人制作泥塑，但并不是固定的由谁家来制作，擅长制作泥

塑的人家每年都会做，而且会保留模板，以供下一年制作。以

前没制作过或者已经几年没再制作的家庭，如果某一年想做，

可以找关系比较好的邻居借模板。能工巧匠式的艺人会探索

新的造型，如果新的造型被市场接受，便很有可能取代老的造

型，因为大家都是通过保留模板来保留样式。而且有些造型

因为制作起来太麻烦，随着一个艺人的去世，这种样式便有可

能不会再出现。每一年制作泥塑的人家有时多有时少，非常

灵活。

根据老艺人们的回忆，一般是在二、三月，正是这里农闲

的时候，天气慢慢变暖了，他们开始制作泥塑，一般不会制作

太多，附近的庙里会定制一些求子用的泥塑娃娃、坐虎等，其

余的他们便去附近的庙会上卖，或者用架子车拉上走街串巷，

周围的乡镇不说，还经常走到扶风、武功一带。当时主要制作

一些挂虎、坐虎和小的“耍货”，尺寸都不太大，价格也不高。

挂片和坐虎用来摆饰，耍货一般是给老人或小孩挂在胸前辟

邪，同时也是小孩的玩具。还有灯曲罐，当地人会买来给即将

出嫁的女儿陪嫁用。六营村的村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

些零花钱，补贴家用。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制作方式，只

要谁家制作，一般都会全家齐动手。泥塑制作手艺没有会与

不会，只有巧与不巧，一般步骤都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只是精

细之处有人做得好看，有人做得不好看，有人手快，有人手慢，

但一般情况下都能卖出去，只是卖得快和慢的问题，可能在同

一个庙会上，做得漂亮一些的，会很快就卖光了，而做得粗糙

一些的，会等到很晚才收摊。所以每到二、三月，村子里就会

有人制作泥塑，久而久之，泥塑村的名字便打了出来。根据县

志记载，民国时期已有七八十户人家制作泥塑。［1］

1.2    禁止与恢复

凤翔泥塑的制作流程决定了这种手艺很少是为自家使用

而制作的，虽然这些泥塑作品留给自己的孩子玩耍或者摆在

自己的家中也都很好，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小型的批量生产，从

采集泥土，到把各种纤维和泥均匀地搅和到一起，当地称“砸

泥”，再用模具制作出坯，这样的前期工作，不像刺绣、剪纸等

的单件制作方式，只制作一两件供自家摆饰或玩耍显然是没

有人去这么做的，这些泥塑制作出来一般都是要出售的。解

放后的人民公社时期，这种没有太多实际实用价值的民间手

艺既无法被改造为集体企业生产形式，其经营性的特点也很

少能激发艺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去制作。并且因为泥塑娃

娃、坐虎等多是在当地祈子风俗中使用的，这种活动在当时被

禁止，致使六营村的大部分泥塑模具也被砸掉。正是这一次

禁止，使凤翔泥塑的老模具基本都被破坏掉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农民开始琢

磨怎么赚钱。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放松，以前被

称为封建迷信的传统习俗又开始慢慢复苏，很多地方又开始

建土地庙，凤翔一带的庙宇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修缮，求子信

物泥塑娃娃、坐虎等也有了需求。个别泥塑艺人又开始重操

旧业，凭着他们的记忆与尚保留的手艺，又制作了一批模具，

但是规模不太大，每年制作的数量比较少，泥塑的尺寸也不太

大，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当时的购买力还很小。

1.3    与专业人士的交流

随着民族化思潮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民间手工艺作为民

族文化产品的重要部分开始受到鼓励，凤翔县文化馆、宝鸡市

群众艺术馆和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开始收藏凤翔泥塑。一些学

者也陆续到六营村进行实地考察，撰写相关文章。“1981年陕

西雕塑工作室（现陕西省雕塑院）响应国家的号召，专门聘

请凤翔泥塑艺人到工作室，向专业雕塑家们传授民间传统技

艺。在学习民间艺术的同时，雕塑家们也在用现代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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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原汁原味的凤翔泥塑造型，创作了一大批新型泥塑作品，［2］

为凤翔泥塑提供了很多新的造型，有些成了现在凤翔泥塑的模

具。例如，陕西雕塑工作室的郭德茂在当时创作的素面马造

型，便成为泥塑艺人的范本。［2］2002年王虎鸣在设计生肖邮票

时，选择了以素面马为底稿的凤翔泥塑马作为素材，使凤翔泥

塑得到了宣传。引发了凤翔泥塑的生产和销售热潮，六营村

成为民俗产业示范区。

由于80年代六营村的三队搬迁到了六营村和六道村之

间，成为一个单独的区域，而改革开放后擅长制作泥塑的艺人

又都在三队，此时便在这里挂起了泥塑村的牌子，凤翔县政府

给胡深、胡永兴、韩锁存、胡义、胡新民五户制作了宣传牌，上

面印着不同的泥塑图案，写着户主的名字、门牌号，鼓励泥塑

制作，三队的大部分村民都参与了进来。从此每年都有大批

学者、师生来此考察，有很多游客来这里观赏。

1.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环

2003年联合国科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际公约》。随后中国也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策

略，并且拿出专项资金来扶持民间手工艺，凤翔泥塑被审批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胡深被批准为传承人，享受专项补

助。泥塑村的艺人经常参加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艺术馆等

单位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他们在展厅展示自己

的手艺、作品，并可以当场出售。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步，通讯的全面覆

盖、物流的迅速发展和网络的逐渐普遍也给凤翔泥塑带来了

很大的影响。以前艺人们要制作很多泥塑，等待人来看上哪

一件拿哪一件，现在每一家都印制名片或很简单的宣传单，

上面留有联系方式，展示的只是几件样品，如果客人看上哪一

种样式，可以先订货，做好后用物流给客人发货，客人离开泥

塑村后，如果又想起来要买什么泥塑作品，也可以打电话给艺

人，谈好东西和价钱后，艺人做好再通过银行卡付钱，通过物

流发货。还有人在网上开店，让没有机会来泥塑村的人看到

并且购买凤翔泥塑。

随着订单的增加和家庭规模的缩小，泥塑制作已经不再

是农闲的事情，而是常年都在做，甚至自家的人手不够用的时

候，还要请别人来帮忙，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几乎全都开起了泥

塑作坊，即使没开的也被别人请去帮忙，一点都不沾边的已经

所剩无几，前面的六营村其他组成员和后面的纸坊村村民都

成为他们雇佣的对象，被雇佣来的一般都是女性，因为一般的

家里都因为女儿出嫁、读书或者去外地工作，而媳妇年龄越来

越大眼睛已经开始老花，缺少一个人勾线，有些孩子正在读小

学的年轻女性，既要在家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农闲时又没有

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就被雇来帮助勾线。2007年的一则报道

称“订单高达100万件”［3］

在这种一派繁荣的景象下，每一年的生肖形象得到了重

视，最具代表性的泥塑马和虎头挂片每年都制作，关公和钟馗

挂片也比较常见。这些不仅被绘制成白地彩绘、白地黑彩，还

被绘制成黄地黑彩。同时也有很多造型很多造型很少有人再

做，2011年的时候，笔者去寻找灯曲罐的造型，全村只找到一

家还有几件，而且都是很多年前做的。虽然艺人们都知道年

迈的杜银是村里唯一会做立人的艺人，但是因为立人需要制

作胡须、头发等，特别麻烦，没有人愿意学习。而当地求子的

信物泥塑娃娃因为其市场固定，还是做得非常小，彩绘也非常

简单，没有新的发展。

2    凤翔泥塑的现状

2.1    物价上涨的冲击

近几年的物价上涨，对凤翔泥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

方面是泥塑价格的下跌，因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泥塑的

价格一旦上涨，便没有了那么多的顾客，不仅如此，在比较紧

张的市场形势下，同行之间互相压低价格，反而使得泥塑的价

格相应降低。从2011年开始，泥塑的价格不仅没有上升，反

而有所下降，2011年以前一直卖7元的泥塑马在2011年底竟

然卖到了5元；另一方面是物价上涨给泥塑艺人生活带来的压

力。凤翔地区的物价不会因为泥塑的价格上不去而不上涨，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外出打工比在家做泥塑赚钱多，所以很多

家庭的成年男性都到城里打工了，在家做泥塑的主体变成了

老人和妇女。从改革开放初期便开始制作泥塑的艺人杜银，

共有三个儿子，到2012年，全部外出打工，放弃了泥塑的制作，

只有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还在家制作泥塑，三儿媳妇也跟随

丈夫外出打工了。

农村的妇女多半见识少，甚至有时候收到一百元就害怕

是假钞，不敢收了，她们显然不能独自挑起家庭泥塑生意的担

子，但是她们又不想在家闲着，于是就做了泥塑低价上交给当

地一个村民胡新民所开的作坊，由胡新民的作坊往外联系客

户。只有较少的几户，家里男劳力没有外出打工的家庭，还会

制作一些到庙会上去卖。胡新民是村子里率先靠泥塑发家致

富的人，最开始在靠近大马路的纸坊镇租了一个院子作为作

坊，泥塑村的牌子挂上之后，他又在三队的村头盖了一个大院

作为作坊，村子里不善于销货的艺人都把作品交到他这里，他

的作坊里的艺人，展厅里的接待、发货的工人都是雇佣来的。

2.2    祁子风俗的回归

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下，泥塑和当地的风俗产生了很大的

联系，所以传统的销售方式便依托于这些风俗。六营村的老

艺人们都还记得当年做了泥塑赶庙会的情形，他们主要去的

庙会有两个：一个是岐山县的周公庙会。一个是凤翔县的灵

山庙会。

在当地的祁子风俗中，泥塑娃娃是一个信物，祈子者从庙

里带走一个泥塑娃娃，如愿得子后还愿时需要带来12个泥塑

娃娃。同时祈子者在求得泥塑娃娃之后，一般都要购买一个

坐虎，称为下山虎，以保佑求得之子的平安。这一风俗在当地

颇为流行，每一年六营村的艺人都会接到庙里的订单，或者是

有需要还愿的人前来购买。而在庙会的时候也会有艺人去那

里摆摊售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凤翔泥塑（下转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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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式、羽调式。其次是商调式和徵调式，而角调式极为少见。

宫调式旋律中，除了主音宫外，起主要作用的经常是商音、角

音、徵音。乐句结束音多是商音、徵音，偶尔也用角音。由于

商调式和角调式比较多的使用。因此，宫调式曲调或多或少

受到干扰，偶尔也带有羽调式风格。以至于宫调式曲调结束

音“宫”结束时必须要跳进到“羽”音才感觉到完美。

4    节奏、节拍的特点

达斡尔族民间音乐通常使用的是混合拍子，给人一种自

由、豪放的感觉。通常使用4/2、4/4、8/3、8/6节奏节拍，而且

大多结构规整。极少部分民歌采用7/8、8/5的节拍及变换节

拍，结合音乐曲调结构中特定音的自由延长使用，形成一种结

构的不规整形式，有些节奏，有时前句短后句长，前面紧后面

松的句式，在某些扎恩打勒的乐句中，有些节奏非常自由，节

拍也不规整，有时有散拍子出现。

5    演唱歌曲的特点

达斡尔族的歌曲在演唱时大多是自娱自乐的，而且多数

是独唱形式，极少有齐唱的歌曲，也没有多声部的合唱歌曲。

达斡尔族音乐的演唱特点其根据体裁的不同而略有差别。扎

恩达勒歌曲要求演唱高亢明亮；哈库麦勒歌曲演唱则要明快、

华丽；乌钦调则要叙述平缓。在各类体裁中所共同拥有的特

点是“慢颤音唱法”，经常出现在比较长的音上，这个特点与

京剧中的长音唱法的“抖音”及蒙古族民歌长调演唱中的

“鄂柔诺古拉”唱法有所类似，只是偶尔带有一些哭腔的感情

色彩。

达斡尔族的音乐，按传统的演唱形式、表演形式可分为

“扎恩达勒”、“哈库麦”、“乌钦”、“萨满”四个类别。

第一，小曲、山歌类的达斡尔族称“扎恩达勒”。这类歌

曲主要是在田间劳动生产、赶车或放牧时演唱，曲调悠扬高

亢，感情豪放、经常用颤音，借景抒发情感，可即兴的根据自己

的情歌演唱歌词。扎恩达勒分有词歌与无词歌的两类。无词

歌的扎恩达勒多是演唱者随景而感的自由演唱，歌曲只用衬

词。例如，无词歌的扎恩达勒在旋律结构上和有词的扎恩达

勒几乎相同，内容非常广泛，有歌颂英雄的、有歌颂猎手的，有

表达爱情的、有表现民族生活等。扎恩达勒的歌曲也有达斡

尔族歌曲的特点：如演唱歌曲的风格上与达斡尔族的语言特

点相关，如达斡尔族语言的重音在第一音节的元音上，语法上

有粘连成分，使人们在听觉上造成了元音较模糊的现象；歌曲

的演唱经常带有颤音，颤音一般不用在半终止或完全终止处，

而用在乐句中间。

第二，“乌钦”一种吟诵性的民间说唱，有些“乌钦”所

歌唱的内容包括：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改编唱词的《三国

演义》《水浒》等文学名著。乌钦的旋律结构简单、流畅，叙

事性较强，密切结合语言。要求表演者用类似讲故事的语气，

流畅平稳地演唱。

第三，宗教歌曲的代称“萨满”，是达斡尔族人民曾信奉

的宗教，萨满教的巫师是“雅德根”，在祭祀等活动中所唱的

歌是“伊若”。在宗教仪式活动中，祷词由雅德根领唱，衬词

由众人演唱，其音乐别具一格。达斡尔族人民居住比较分散，

各地的音乐风格有所相同。例如，莫力达瓦居住在山区，交通

极其不方便，民歌音调淳朴憨厚，仍然保存着传统的达斡尔族

民间音乐风格的特点。有些达斡尔族的民歌，受到汉族音乐

的影响较多，曲调细腻委婉，歌唱性强，更突出旋律性。

达斡尔族音乐文化以其固有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流传

至今，是中国民族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瑰宝，更是我们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达斡尔族民间

音乐文化，必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发生重大的变化，

但是达斡尔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独特的魅力是永恒的，我们要

将它传承和发扬下去，为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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