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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运河面塑

面塑的起源和发展
说起面塑的起源，源于日常

生活。我国古代很多地方在民间
流传着逢年过节庆喜时用面粉做

“饽饽”、“枣花”、“月糕”、“面
鱼”、“面羊”的风俗，这些面食
一般是作为蕴含祝福意义的食品
或者祭祀的供品。这些用面做的

“果实花样”既好吃，又好看，
还蕴含着求吉纳福的祝愿，深受
人们喜爱。慢慢也就出现专门的
捏面人的师傅，用模子或者手捏
成各种人物、动物摆到街市上，
沿街叫卖，那些彩色的面人儿逐
渐就成了专供欣赏的民间工艺。

面塑起源的具体年代已不可
考证，现存最早的古代面人，是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
的唐代永徽四年（653年）的面
制女俑头、男俑上半身像和面
猪。到了宋代，捏面人已经成为
民间节令很流行的习俗。明清时
期，面塑成为艺人们最重要的谋
生手段。清代咸丰三年 （1854
年），山东菏泽穆李庄做泥塑的
王清源、郭湘云等人采用染色的
糯米粉捏面人（当地俗称“江米
人”）销售，很受欢迎。光绪年
间，天津出了一位“面人张”。
他早年抄录戏曲，擅长校勘，人
称“百本张”，捏面人的艺术精
湛，可惜其技艺在晚年失传。

通过大运河传入台儿庄
历史上的台儿庄，水陆交通

便利，是因河而兴的“水旱码
头”。有几千家商铺，十几万流
动人口。台儿庄运河面塑的兴起
与运河漕运的发展密不可分，在
泇河开挖之前，台儿庄只是名不
见经传的小村庄，随着运河漕运
的兴起，台儿庄在很短的时间内
迅速兴起。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

殊性，大量的船只滞留台儿庄，
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台儿庄，也
使台儿庄的商贸出现大繁荣，特
别是大量暂住商人、手艺人使台
儿庄艺人也伴随着商贸应运而
生。面人、糖人、砖刻、石刻脸谱、
陶瓷彩绘都在这一时期在台儿庄
应运而生。为什么叫运河面塑而
不叫台儿庄面塑就是这个原因。

面塑技艺和内涵
面塑实际上就是“馍”，用

糯米粉和面加彩后，用手指和小
刀、小篦子、竹针等通过压、
按、点等手法塑造出点、线、面
等造型元素而形成的各种小型动
物、植物、人物等形象的工艺
品，制作步骤有四，分别为“一
印、二捏、三镶、四滚”，缺一
不可。面塑的核心技术是发面，
只要掌握好发面技术，按照式
样、步骤进行捏制，那么一个鲜
活的面塑形象就会脱颖而出。据
说面塑最传神的部分是“文的
胸、武的肚、老人的背脊、美女
的腰”，这也是制作人最难把握
的地方。

面塑的题材非常丰富，一般
会因场合不同而不同。比如，春

节来临前，捏制鸡、鸭、鱼、葡
萄、石榴、茄子、佛手、满堂红
等，以象征万事如意、多福多
寿；在“寒食”节祭祖时，捏
制“蛇盘盘”，祭祖时晚辈吃掉

“蛇头”，表示“灭毒头、免灾
祸”；婴儿满月时，由姥姥家捏
制椭圆面圈上放置精美十二属相
的面塑，即为“囫囵”，寓意孩
子健康成长；老人寿辰时捏制寿
桃，寓意老人长寿等。除了以上
题材外，面塑艺人还根据历史故
事创造出《嫦娥奔月》、《天女散
花》、《三打白骨精》、《大闹天
宫》、《霸王别姬》等古装人物作
品，正如老艺人所说：“天上飞
的，地下跑的，什么都能做。”

繁荣和凋落
明末清初，是运河面塑最繁

荣的时期，那时面塑艺人游走于
街头巷尾，每当逢集逢会更是集
会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基本
上全国各地捏面艺人主要来自山
东，艺人肩挑小木箱，手提活动
小凳，木箱的插架上插着塑制好
的形态各异的面塑样品，箱内的
彩面用潮湿的布盖着以保持湿
度。面塑所用的面料以白面和糯
米面（江米面）为主，用蜂蜜调
成各种色彩面。每到人口密集
地，艺人便将小木箱架好，坐在
小凳上，将柔软的面团材料从中
拿出来，便聚精会神地现场捏塑
起来。围观者觉得好看好玩喜
欢，那就掏钱买下。面塑不仅起

到是一种玩具的功能，更重要的
是面塑具有欣赏价值，运河面塑
艺术造型、艳而不俗、色彩搭配
协调、具有深厚运河文化底蕴，
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因为时代的发展、新兴的多种玩
具的出现，运河面塑渐渐地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现在每当逢集逢
会已经很难再看到面塑艺人卖面
塑了，运河面塑正渐渐从老一辈
人记忆中淡化，当代年轻人很少知
道面塑了。因为学习面塑需要心
灵手巧，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而
且即使费时费力学会了，也很难产
生经济效益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
想学习，不愿学习面塑技艺。

运河面塑的传承
面塑的传承与很多其他民间

艺术一样，一般采取口传身授传
承，祖辈相传，师徒相传，而没有
专门的学校机构去传播。传统的
面塑艺人是“只为谋生故，含泪走
四方”的街头艺人，很少有系统的
知识，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面塑就
是在这样的普通群众手中开出美
丽的花朵。那应该是一种虔诚信
仰和喜庆心情的结晶！如今的面
塑艺人，我们称之为民间艺术家，
他们的境况是怎样的呢？

2015 年经过多方询问和走
访，我来到台儿庄运河面塑传承
人王茂群的家里，恰巧他正在制
作面人。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们看
到了小木箱、手提活动小凳、木箱
的插架、批刀、塑刀、小剪刀、梳
子、骨簪、花纹印章制作面塑等工
具。现场王茂群制作了一只动物
面塑，只见一团面在他的手里搓
揉，用小竹签灵巧的刻画，三四分
钟的时间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开
屏的面塑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但

让我们看到了他高超的技艺，而
且还感受到了面塑强大的艺术魅
力。面人的骨架多用一根小竹棍
做成，用彩色的面团按压成片，往
身上就势一裹，面人就有血有肉
了。衣服有短褂长袍，裙子的带
子是用两三种色的面丝缠绕在一
起做成的。做眉眼时先用黑色面
团搓成细丝，然后用竹签切下一
截分别按在眉眼的位置上，之后
用红色的面团搓成细丝，用竹签
挑一点按到嘴的位置上，就成了
红唇。头上的金钗、花朵和其它
饰品，用不同颜色的面团组合搭
配制成，再用竹签将其按在头部
适当的位置上，最后在竹棍下做
一个硬纸托，可以平稳地站立住。

王茂群说：“造型生动、细致
传神，是运河面塑的主要特征。”
运河面塑有八仙过海人物系列、
西游记人物系列、吉祥物、花草虫
鱼。运河面塑，素材广泛、雅俗共
赏：面塑多取材于动物、花草、人
物、吉祥物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及历史典故等艺术含量较高的面
塑，深受各界欢迎。

王茂群在20余年的卖艺生涯
中，他的足迹遍布鲁南、苏浙及周
边等地区，他捏的面塑常常一气
呵成、艳而不俗，出手快着色富丽
而不失典雅，通俗而不媚俗。因其
面塑技艺独特、塑功扎实，赢得群
众的喜爱，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目前，运河面塑和全国各地面塑
工艺一样，面临着传承乏人、市场
低迷等危机。现在跟王茂群学习
面塑的两个徒弟已经因为难学，
更因为不挣钱也转行了。虽然台
儿庄文化部门采取了多种保护措
施，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投入等问
题，运河面塑的传承仍然步履维
艰。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
其他民族的身份证。如今从事此
类专业的手艺人已不多见了，面
塑这种民间工艺品竟然不知不
觉，从人们视线中逐渐消失了。
现在的年轻人连什么是面人或许
都不知道了。

运河面塑明天更美好
不过，随着台儿庄古城的重

建，按照“大战故地、运河古
城、江北水乡、时尚生活”的定
位，遵循“存古、复古、创古”
的理念。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充
实台儿庄古城内涵已经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台儿庄古城也采取一
系列优惠措施吸引艺人们的入

住，现在国家对非物质遗产传承
人越来越重视，运河面塑也被列
入枣庄第四批非物质项目名录之
中。王茂群每逢节假日会到台儿
庄古城向游客展示面塑，引起游
客们广泛关注。自从2012年起台
儿庄区人民政府每年都举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大会，至今已经

成功举办四届。台儿庄区文化馆
正逐步对非遗传承人生活现状进
行统计上报，争取上级有关部门
加大对传承人的扶持力度，相信
通过国家扶持和传承人个人的努
力运河面塑技艺一定能能永远的
传承下去，永不消失，永远受到
台儿庄人民的喜爱。

面塑，俗称面花、礼馍、花
糕、捏面人，是源于山东、山
西、北京的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
一。即以面粉为主料，调成不同
色彩，用手和简单工具，塑造出
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

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取
材，在手中几经捏、搓、揉、
掀，用小竹刀灵巧地点、切、
刻、划、塑成身、手、头面，披
上发饰和衣裳，顷刻之间，栩栩
如生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

旧社会的面塑艺人“只为谋
生故，含泪走四方”，挑担提盒，
走乡串镇，做于街头，深受群众喜
爱，但他们的作品却被视为一种
小玩意儿，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
的。如今，面塑艺术作为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重视，小玩
意儿也走入了艺术殿堂。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