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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泥塑 西府非遗瑰宝
□ 王恭

凤翔泥塑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

是陕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

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其制作地点在陕西省凤翔区城关

镇六营村。

凤翔泥塑俗称“耍货”，始于先秦西周时

期，流传民间几千年之久，是中国至今留存

最古老、最具乡土特色的民俗手工艺之一。

在明代以后的流传过程中，经过民间艺人的

不断探索和创新，凤翔泥塑成为融周秦文化、

汉唐文化、南方文化等诸多文化为一体的民间

艺术形态。泥塑以瑞兽神化、风俗人物、

花草鱼虫为主要造型，规模大到数米、小则

几厘米，形成了5大类300多个品种。泥塑

形态逼真、粗犷夸张、简练概括、威武可爱，

色彩大红大绿，有古香古色之风、大俗大雅

之韵、饱满热烈之美。

相传在600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

李文忠在雍水河畔屯兵，其第六营驻扎村中，

六营村因此得名。营中有江西士兵会做陶瓷品，

利用本地粘性很强的“板板土”兑水和泥，

制模捏出泥人、泥动物、泥器具。

凤翔六营村彩绘泥塑用当地特有的黑油

板板土、白色封洗土、上等好棉花、糯米等

六种天然材料配制而成，作品大到数米、

小则只有几厘米，由民间艺人经过十多道严密

工序手工精制而成，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空心

摔不烂泥塑。

凤翔泥塑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泥玩具，

以动物造型为主，多塑十二生肖形象；二是挂

片，有脸谱、虎头、牛头、狮子头、麒麟送子、八

仙过海等；三是立人，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

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其造型优美、生动逼真、

具有乡土生活气息。当地老乡购泥塑玩偶置

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

凤翔泥塑的制作要经过取泥—和泥—

擀泥饼—出模—晾晒—上白粉—线描—随线

—上色—上清漆等数十道工序。

取泥：凤翔泥塑制作的主要原料是

泥土，选用当地六营村东侧八百米外万泉沟

的“板板土”，据说地下两米深的土质最佳，

表面光洁、油性大，掺水拌和后较柔软，易于

捏制且不易干裂。

和泥：将土晾干、捣碎成粉末，再加入

适量的水与棉花，使泥浆和棉花均匀地融为

一体后，放置一到两夜备用。

擀泥饼：将和好的泥擀成饼状，做成

厚约1.5厘米、比模子略大的一片备用。

入模：制作泥塑的模子是由泥塑造型

翻制而成的阴模，入模就是将泥饼对准模子

铺上去，然后将泥片均匀地按压，使其与模具

贴合，并去除掉模子轮廓以外多余的泥。

出模：泥饼入模大约半小时后即可出模，

需小心地将泥片从模具中取出。

晾晒：将取出的泥塑置于空地上晾晒，

直至干透。

上白粉：为使泥塑彩绘色彩鲜艳，彩绘

前，要在表面上涂一层白粉。用当地产的一

种白色泥粉加入少量骨胶熬制成均匀的白泥

浆，用勺子淋到泥片上三四次后阴干。

上色：泥塑以大红、品绿、玫瑰红和品黄

为常用色彩。大红是主色，热烈又喜庆。

品绿，与大红互为补色，相互帮衬。玫瑰红

作为大红的辅助色，加强热烈气氛，又使色彩

多了层次。品黄，作为辅助色，可以增加画面

的亮度。

上清漆：待彩绘颜色完全干透，在彩绘

表层薄薄地涂上一至二层透明清漆，起到保

护色彩、防水和防尘的作用。

凤翔泥塑个个色彩浓郁、造型憨萌，

具有“三分塑，七分彩”的特点。呈现大致

形态，造型的立体感主要靠线条勾勒、色彩

装饰，画法“随机应变、随方就圆”，灵活而

无止境。凤翔泥塑有着吉祥的寓意，被人们

作为红白喜事和小孩满月时的赠礼。有的

虎嘴外连着辣椒一样的装饰，寓意红红

火火。有的虎头虎身用弹簧连接四季花朵、

十二生肖等小型泥塑装饰件，寓意花开富贵、

四季平安。虎身上大多绘有花鸟虫鱼等

吉祥图案。这些装饰既为作品增加了更多

灵动趣味，又传达着民间艺人的美好祝愿。

改革开放以来，六营村泥塑已从旧时的乡村泥

“耍货”变成了馈赠世界名人的珍贵礼物，

远销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荣获首届

中国旅游产品设计大赛金奖、首届中国吉祥

文化艺术节金奖、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间

艺术一绝银奖等三十多项大奖。

目前的六营泥塑村，有人专门生产

白模，有人专事彩绘，也有的还经营着各类

手工艺品商店，泥塑生产经营具备了一定的

产业规模和效率。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

泥塑大额订单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

带来了新机遇，也扩大了凤翔泥塑在全国的

影响力。2002、2003 年，六营村民间工艺

大师胡深和胡新民创作的泥塑马和泥塑羊

先后被选为当年生肖邮票的主图。同一个

村子、同一种工艺品，连续两次被印上有着

“国家名片”美誉的邮票，这在我国邮政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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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宗师张横渠
□ 每小平

传承千年的佳县峪口村古法造纸
征 稿 启 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

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

《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

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

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

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

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

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

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 话》

《史 海 钩 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

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

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

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黄河像一条活灵活现的巨龙，游落在黄

土高原之上。一幅组合完美的千里江山图，

绵延生动，徐徐地展现在我们的视野。

河岸黄土山上到处生长有枣树，红红的

枣儿高高地挂在落尽叶子的枝丫上，像一盏

盏红灯笼，令苍凉的黄土山有了生气，使黄

河有了韵味。这里是华夏民族开始的地方，

多少人为她的壮丽而感慨，多少人为她的秀

美而倾倒……“黄土文化研究会”组织部分

会员沿着黄河，走进陕北佳县，参观黄河秘

境原生态古村落。

在峪口，我们被一块刻有“峪口造纸厂”

的大石碑所吸引。一排长长的石砌窑洞，墙体

粉白，户户相通。初一看，以为是艺术造型

特写，了解后才明白，都是为了方便造纸工作。

在峪口，如果看到墙体粉白，就知道此

户人家一定从事手工造纸行业。

峪口村位于陕西省佳县城南10公里乌

龙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最出名的是手工造纸

行业。相传，北魏时期，有姓魏和姓孙两个

逃难的纸匠来到此地，发现这块风水宝地可

帮他们谋生度日，于是在此安家落户，繁衍

生息。从此，峪口有了造纸业。又一说，河

南灾民流落到佳县峪口村，指导当地居民打

造石碾子，建纸池，开始生产麻纸。

峪口有丰沛的水源，有畅通的水陆码

头、货物中转站，代代村民便把生活寄托在

了造纸手工技艺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但这里仍然有七八家正在经营中的

纯手工造纸厂。他们沿用传统造纸方法，用

纤维含量较高的麻的茎皮和马兰草作原料，

生产的马兰麻纸耐度高、韧性强，深受人们

喜爱，远销境内外。因为纸质过硬，收入

还很不错。

明代的时候，峪口因为特殊的地理位

置，成为军寨。人口增多，促进了这里商业

贸易的发展。明末清初，商业贸易进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黄河河运活跃起来，峪口成了

黄河重要的码头和商贸繁华集镇之一，手工

作坊、商号林立，常年商贾云集，手工造纸业

生意兴隆。

峪口称造纸为“操纸”。操的本义是

“拿”和“握”，有“握在手中操纵”的含义，也

有“操心、操劳”的意思，说明手工造纸是非

常辛苦的行业。

造纸匠自己种麻，也会过黄河购买针头

线脑等日用百货，然后返回将货物或肩挑人

背，或赶上毛驴驮，到周边走村串户，以物易

物，即用日用百货换取自己需要的麻、马兰

草或烂麻绳。他们把换到的原材料用水浸

泡，再用大锅蒸透，然后用专门制作的大碾

子碾碎成纸浆。一天只能碾一碾子，相当费

时费工。碾成纸浆后，再用河水漂洗，直至

漂洗干净、发白，然后再放进碓臼里处理，经

过碓臼处理的纸浆又光又白，才能操作。最

后将处理好的纸浆用拇指粗的柳棍搅拌均

匀，之后就可以用竹帘子进行打捞出纸了。

打捞出纸是一个技术活，技术越好，打

捞的纸薄厚越匀称、质量越好。所以，打捞

出纸得由师傅亲自操作。师傅捞纸时双膝

跪在纸浆池边，双手紧握专门打捞出纸的竹

帘，伸进纸浆池捞纸。身边放一个热水盆，

每打捞完一次，就赶紧把湿透的双手放在热

水盆里焐一焐，以缓解被寒冰刺痛的双手。

冬天滴水成冰，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腱

鞘炎等风湿性关节病。纸捞出后，由徒弟们

接过，趁湿贴在用白灰粉白的墙体上晾晒。

这样纸张既干得快又白，等纸张晾干，再一

张张揭下来就成功了。

抗战期间，在陕甘宁边区遭受经济封锁

的艰难岁月里，峪口造纸商曾不断悄悄地向

延安、三边、神府、绥德、米脂等地运纸，保证

了边区办公、印证、税票、课本和宣传品用纸

的需求，尤其是“西北币”的制作。

1941年3月18日，陕甘宁边区投放市场

的“西北币”就是用峪口生产的麻纸制作

的。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军民

用的识字课本、票证和制币也是用峪口生产

的麻纸制作的。

1947 年，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来到

佳县，10 月 18 日，视察了峪口村孙吉祥的

手工造纸作业，汪东兴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

参观过程。1953 年，峪口首次组织起 3 个

联营生产小组，苗世海、刘建胜、苗世华为组长，

有纸池80个、纸浆碾子80盘、工人90多人。

1955 年成立了峪口造纸厂，1975 年国

家拨款进行了扩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

排窑洞。扩建后，造纸厂购置了卫生纸机、

锅炉、柴油机等机械设备，一改过去的手工

造纸，开始了机械化生产，产品由过去的麻

纸改为生产土纸和机制卫生纸，职工由建厂

时的 32 人增至 1985 年的 125 人，产品畅销

佳县及周边地区。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峪口造

纸厂连年亏损。1995年停产，工人们自谋出

路，一部分做起了老本行，开始手工造纸。

2017 年，废弃的造纸厂场房被利用了

起来，打造成窑洞展览馆，展出传统手工

造纸文化和红色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

不费周折地查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发生在延安、榆林的所有红色革命文献。

窑洞展览馆周围的几幢新式建筑是

大型文创艺术馆。艺术家用本土材料生产、

创造国际级艺术作品、文创产品，打造成

国际艺术小镇。峪口通过这些特色文化

旅游，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历史在不断前进，社会在不断发展。

在峪口，古老的手工艺传统文化与近代的

红色文化，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历久

弥香，如一缕缕暖风，寄托着人们心中的美好

情怀，唤醒和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满足

人们的审美享受。

张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耀千秋的伟大

人物。他首创的关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矗立

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令世人敬仰。

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

祖籍河南开封，后侨居陕西眉县横渠镇。

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出生于长安。

张载出生于官僚家庭，少年时就喜欢读书，除了

儒家经典，还阅渎了大量的佛教、道教书籍。

其父张迪，河南开封人，其母陆氏，南阳人，

随夫到长安。1023年，张迪调任四川涪州，

张载与母同往。1034年，张载15岁时父病故，

护父柩经眉县横渠，葬父于横渠大镇谷迷狐岭。

笃志好学，精思力践；幼承庭训，少喜兵法。

张载18岁时与彬县人焦寅学兵法。21岁时，

范仲淹在延州接见张载，范对张载《边议九条》

中的军事主张表示赞同，劝其弃武从文。

受读《中庸》，志道笃学。“俯而读，仰而思”。

23岁时，范仲淹请张载赴庆州撰写《庆州大顺

城记》。25岁时，张载开始研究佛道，撰联“夜

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以示奋勉。29岁时，

张载被选为乡贤贡生。35岁时，张载游学于

扶风贤山寺。

1057年，张载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先后

任祁州司法参军、宜川县令、平凉军事判官、

历授崇文院校书、太常礼院同知、繇殿中丞、

刺涪州等官职。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

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

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

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

乞加赠恤。神宗下召按崇文院三馆之职，

赐丧事支出“半”数。

1076年秋，张载向弟子表明编书，苏炳整

理出《正蒙》《西铭》等17篇，流传后世。

张载是北宋时期陕西历史上一位杰出

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关学创始人。

他“气质刚毅，德盛貌严”，安贫乐道，以“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为其崇高的使命，其“睛思力践，

毅然以圣人之旨为必可至”；以“三代”之治

为必可复。他艰苦力学，建立了“以易为宗，

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的

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在宇宙论、辨证法、

伦理观、道德修养论及政治思想、教育思想、

军事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

思想，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成为宋明

理学史上的一座思想高峰。

张载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哲学、

政治、伦理、军事、教育等方面。明嘉靖五年，

吕楠编著《张子抄释》；明万历年间，沈自彰

编撰《张子全书》等书。张载“四为”之中的

“立心”，即立“仁爱之心”，强调在社会上确立

起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观；“立命”就是要帮助

民众确立生活的准则、价值的目标和生命的

意义；“继绝”就是要继承因佛、道兴盛而衰落

的儒家学说和道统；“开太平”是说立心、

立命、继绝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为人类开创万世

不灭的太平祥和基业。“四为”体现了张载

强 烈的使命意 识 和 崇 高 的 境 界 追 求 ，

可 成 为我们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思想之源。

关学自张载创立之后，作为宋代理学

四大派别之一，与濂学、洛学、闽学相提并论。

自此之后，代不乏人，历经宋、元、明、清800多年

的发展，形成了一部绵延不绝的关学史。

据统计：自北宋至清末民初，关中涌现的关学

人物达200余人。他们砥砺操行、躬行礼教，

注重实践、敦厚士风，崇尚气节、淡泊名利，

潜心圣贤之学，致力于讲学著述，对振兴关中

教育、改变关中民风民俗等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关学还远播到韩国、日本等地，对中国

周边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载的哲学思想是“太虚即气”的宇宙

观：认为太虚是气的本然状态，“太虚一气”是

统一的，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广袤的宇宙虚空

是不离气的：“气聚而为万物，气散而为太虚”，

太虚是气散殊而没有形象的状态，万物是气

凝聚的状态；世界万物是以气为本原的真实

存在，没有如同佛教、道教所说的“空”“无”的

世界。上述思想奠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

系的基础……

张载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德育人，变化

气质，求为圣人。幼而教之，长而学之。立志

向学，勤勉不息。循序渐进，博学精思。学贵

心悟，去疑求新。启发诱导，因材施教。虚心

求知，择善而从。学贵有用，道济天下。

张载强调童蒙教育、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重视胎教，教学要循序渐进，温故知新、教学相

长，学贵有疑，学贵心悟，力求新知。张载的军

事思想主要有：军民联防，富国强兵，防患未

然，严明军纪等方面。此外，他对物理、气象、

生物、生理等现象也做出合理解释，反对佛教

的因果报应和迷信论……

张载以“六有”“十戒”而《立家规》：信交

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传家训》：

孝敬老人，严教子孙；尊老爱幼，亲穆存心。

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树家风》：无瑕之玉，可以为国器；孝悌之子，

可以为国瑞。展示出张载耕读传家、克勤克俭，

正道直行、仁爱互敬的良好家风家训。

北宋是关学的创立和形成时期。张载的

学说创立后，为其弟子所继承和高扬，遂在他

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其中包括吕大

忠、吕大钧、吕大临、苏炳、范育、李复、游师雄、

种师道、张舜民、潘拯、王恕、王承裕、马理等

人，对关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出现了“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盛况。

张载的弟子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对关学既

继承又发扬，编撰出《吕氏乡约》，被称为民间

“第一宪法”，是关学礼教代表作。《吕氏乡约》

主要内容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教、

患难相恤……

高山仰止，张载所创关学历经近千年，

经久不衰，得到国内外无数人的推崇赞扬，

王夫之赞张载之学、张骥论关学等；冯从

吾论《关学》、李二曲倡修“横渠书院”、李因笃

论《关学》、黄宗羲论《关学》，李二曲及其弟子

王心敬，以陆、王心学为主，会通朱、薛诸家，

是当时关学的主流。康熙皇帝为张载题写

“学达性天”榜书牌匾，梁启超赞他“民胞

物与”，王建常、李元春、贺瑞麟、李颙、牛兆濂、

柏景伟、张岱年等人，持守躬行礼教，笃行

践履、崇真务实和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

道继横渠，坚守善道，谱写了清代和民国

时期关学史上辉煌的一页。

过去，在西安各条大街上，每隔一段距离，

便可看见一座报刊亭。

报刊亭就是在公共场合售卖报纸杂志的

小型活动房屋。之前一般由邮政局管理制作，

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公共设施，功能

和外观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可以在报刊亭

中购买报刊、杂志、城市地图、饮料、零食等

用品，且大多报刊亭都有公用电话，计时收费，

以方便路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西安上学，我们

学校南门隔着育才路和西安地质学院（今长安

大学）北门相对。地质学院门口就有个报刊亭，

时常有学生光顾那里。那时，我最喜欢看《读者》

和《当代青年》这两本杂志，因此，每月到了一定

时间，必然会到那个报刊亭去购买。

炎热的夏季，在街道蹬三轮车揽零活的、

拉架子车收破烂的，每每遇到没有生意或闲下来

的时候，偶尔也会到报刊亭掏几毛钱买一张

报纸看看热闹。要是看到奇闻异事，就跟身旁

的同行或熟人拉几句闲话，看完后，觉得困了，索性将报纸

顺手朝自己车子上一铺，躺上去休息一会儿。

总之，在那个还没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年代，西安街道旁

那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报刊亭，构成了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提供方便。那些年，大街小巷每

隔不远就能看到报刊亭的身影，尤以学校和景点附近最多。

报刊亭内四五平方米的不大空间里，常常被几十甚至上百种

报纸、杂志摆放得满满当当。有些报刊亭还兼售打火机、香

烟、零食、饮料、地图等。对于一些阅读爱好者和关心时事的

人而言，从五彩斑斓的报纸杂志中，挑选一份带走阅读，早已

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中小学生每天放学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学校附近的报刊亭，看看喜欢的期刊

杂志有没有到货。

有序分布在西安大街小巷的报刊亭，就像点缀在西安城

市的文化驿站，传播着天南海北的信息，滋养着人们的精神世

界，承载着许多人的美好记忆。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的普及，智能手机的

拥有率愈来愈高，绝大多数人已习惯于从网上获取各种信息，

当数字阅读取代纸质阅读成为更加便捷、触手可及的学习方式，

以售卖纸质报纸杂志为主要业务的报刊亭受到的影响自然

不言而喻，它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加之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改造不断向纵深发展，报刊亭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由于纸媒的衰落和数字化阅读时代的到来，报刊亭原有

的文化功能逐渐式微，数量也不断减少。从全国各大城市来

看，报刊亭数量的减少，尤其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下

降得最为明显。其中，一部分报刊亭因经营不济而倒闭，一部

分因经营资质问题被整改或拆除。

多年前，全国许多邮政报刊亭就安装了信息化终端设备，

实现了缴费、购票、充值、充电等服务。在有些地方，报刊亭更

是直接更名为“便民服务亭”。通过信息化改造升级，使原本

功能单一的报刊亭成为服务百姓、方便群众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良好成效。近年来，一些城市还在积

极探索报刊亭的转型发展方向。

据报道，在法国，报刊亭是巴黎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巴黎市政府将报刊亭视为一种城市文化。那里的报刊亭

不仅设计美观，而且大多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成为城市街

头一道美丽的风景。在日本，多数报刊亭属于综合性商店，在

售卖报纸杂志、食品、日用品的同时，还肩负维护治安、协助沟

通等重任。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咖啡报刊亭”重获新生，不仅

坚守文化属性，还将报刊亭打造成传播城市文化、传递城市文

明的新街景，实现“便民、惠民、城市管理”的多赢。这方面的

例子不胜枚举。

也许，有关城市报刊亭的存在与否，也出现过不同的声

音。而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无论讨论结果如何，总之，一拆

了之并非最佳答案。毕竟报刊亭在我国存在了那么长时间，

也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就算为一些不喜欢数字阅读的读

者考虑，我们也不妨将它们改造成为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

的处所，让那些每天仍坚持到固定的报刊亭买一份常读的报

纸、杂志者；那些将报刊亭作为熟悉一座新城市第一窗口的初

来乍到者；还有那些习惯于从小区门口的报刊亭取走快递的

同时，再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市民……都有一份挂念、一份

期待。

对于有着“十三朝”古都美誉的西安而言，我想，街道那些

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报刊亭，城市管理者也定会想出更加

完美的办法，让它们继续为市民服务，也为西安这座古城增添

一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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