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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泥彩塑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它循系中华文化的优秀文脉，生发繁衍，逐渐形成数量众
多、规模宏大、风格迥异的艺术形式。
它是世世代代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体现，是高度智慧与卓越创作才能的结晶。
    中国民间泥彩塑融人民生、民俗与市井百象，还饱含纯真与质朴的本土情结，巧妙地将生活的源流
，糅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表现力，使得客观生活融凝于艺术的再创造，将智性理念与塑绘和谐统
一的艺术灵性铸定于泥土问，达到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正是由于中国民间泥彩塑生发于华夏民族的文化土壤的根性，于是在其渐进变化中，它的创作理念
、创作方法、工艺程序、审美标准和风格形态，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也与其渐进中的历史环
境息息相关。
中国民间泥彩塑在各历史时期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时期的艺术形
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民间泥彩塑艺术成因的地域性和风格的多样性，从而留
下了中国民间泥彩塑有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轨迹。
这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指出的：“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
靠特殊人物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保存在各种发明和发现中⋯
⋯总的来说，我们承认人类历史的实质与观念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而观念是人民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在人民的制度、风俗习惯和各种发现之中。
”    历史客观地记录了创造，而创造又都有其历史的联系和它们的继承性，正如新的要代替旧的、过
去的传统孕育着新的发展一样，民间泥彩塑就是早慧的华夏先辈追求美、创造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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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锠，(1942.3— )天津市人。
擅长雕塑与彩塑。
1961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泥塑班学习，1979年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81年留校任教。
历任讲师、副教授、装饰艺术设计系主任、教授、北京市民间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作品《工农兵知识分子》获国庆40周年特别奖，雕塑有《钢人铁马》、《时传祥》、《赖宁》、《妫
水情》等；彩塑《阿福》被选为’92中国友好观光年吉祥物，《彩兔》被选为生肖兔票原型；陶雕《
暮归》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展览。
著有《中国泥人张彩塑艺术》、《中国民间艺术大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雕塑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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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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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产生的背景　“泥人张”彩塑的繁衍与发展　“泥人张”彩塑艺术家族传承谱系　“泥人张”彩
塑的风物背景与地域心理　　风物情怀　　风俗教化　“泥人张”彩塑的艺术特征　立足民问、题材
多样　以善为美．以形写神　小中见大、内容丰富　以线为形、以线为美　随类赋色、和谐统一　气
韵生动、意境深远　“泥人张”彩塑的现状代表作　“泥人张”第一代　“泥人张”第二代　“泥人
张”第三代　“泥人张”第四代　“泥人张”第五代　“泥人张”弟子题材与分类　取材于人物肖像
题材　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故事题材　取材于民生，民俗题材　取材于吉祥、吉庆题材制作的
习俗与工　塑造　彩绘材料与工具　材料　工具销售与艺式　新中国成立前“泥人张”彩塑作品的经
销　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彩塑作品的经销　“泥人张”的主要传播与销售区域图“泥人张”口诀
与故事·传说　塑诀与绘诀　故事与传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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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泥彩塑集成>>

后记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回顾近三年的编写过程，不禁感慨颇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势文化的冲击，在当代民间艺术大多呈现衰退趋势的情况下，“泥人张”彩
塑艺术却充满生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民间艺术形式与商品经济能否有机共存，各级政府的抢救和保护机制能否转化为民间艺术的自我造血
机能和自我发展能力，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关注和关心民间艺术的工作者面前的实际课题，也是关乎民
间艺术最终归宿的一个关键。
“泥人张”彩塑艺术何以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并且推陈出新、不断壮大呢？
除了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扶植，其自身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几点：首先，“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一个成熟的系统，历经百年，技艺深厚；、
其次，“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拘门户，广纳贤才；此外，“泥人张”彩塑艺术也
是一个发展的体系，不循旧制，与时俱进。
编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随着“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次时空旅行。
时而心驰神往，时而扼腕叹息，时而欢欣鼓舞。
海河河畔、估衣老街、韦驼庙旧址、作坊旧地、鼓楼、古文化街，都曾留下编者采访的身影。
对于老艺人和“泥人张”亲属的采访，更是获得了许多鲜为人毒口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对于生活中的“泥人张”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钦佩之余又平添了几分亲切。
“泥人张”正是在津门这块土地上生长、繁茂，然后将它的种子散布到了大江南北。
从首都高校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泥人张”彩塑艺术已经在神州大地上处处发芽。
在这近三年的编写过程中，“泥人张”第四代张锠教授及“泥人张”第五代张宏岳频繁往返于京津两
地，不论寒冬酷暑，其间的辛劳不言而喻。
北京工业大学教师赵健磊曾是张铝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也全程参与了文字的编写和采访工作。
人民日报社海外版的高级编辑许涿先生自幼生活在天津，对于“泥人张”艺术也非常熟悉和喜爱，本
书的影像文件都是由许先生亲自拍摄的，这保证了“泥人张”艺术作品的真实还原。
同时，《今日天津》画报主任编辑张建先生提供了旧津风景、风情、民俗老照片，更为本书增色添彩
。
另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刊——《装饰》的前主编何燕明先生以八十高龄逐字逐句对本书的文字进
行了推敲与核对，任宇先生曾着以心力，参与本书平面设计，华彩瑞视设计公司的何朗先生等又进行
了新的有创意的装帧设计，都为本书增添了许多精致与精彩。
此外，冯骥才主席对本书的编写非常关心，曾多次询问进度，这也督促我们更加严格高效地完成本书
的编写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专家领导的支持与协助，才使本书的撰写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今日的成果。
在此，也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目前比较系统全面地集录了“泥人张”的相关弟子们的原创性作品。
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既含括了“泥人张”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传人，又包括了非血缘关系的天津“泥人
张”彩塑工作室及其他有代表性的弟子们的作品。
然而，在编辑过程中，尽管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存在不少遗憾和不足之处，比如限于篇幅，许多
精彩的作品只能忍痛割爱；再如，由于作者的分散和其他种种原因，几位作者的作品无法收录，这也
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祝愿“泥人张”彩塑艺术事业蓬勃发展；祝愿中国民间艺术事业后继有人；祝愿
民艺之花常开，民间文化研究事业蒸蒸日上；祝愿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
作被全社会所理解和支持，并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真正为子孙后代留住了民族的根、民族的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泥彩塑集成>>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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