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方水土，都镌刻着独
特的文明印记。在乌海，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流淌在血脉里的
文化基因，是黄河岸边生生不
息的古老回响。

都说非遗是触摸文化根脉
的温暖印记。

晨光暮色，四季更迭，烫画
的笔尖勾勒出时光的纹路，挂
毯经纬间穿梭着生活的温度，
千年驼铃回荡的丝路传奇、黄
河涛声浸润的民间智慧，最终
都化作烟火人间里跳动的文化
脉搏。

都说非遗是唤醒历史记忆
的时光信笺。

陶泥塑形，丝帛染彩，吹糖
匠人的吆喝声仍在街巷回荡，
蒸馏酒坊的风幡犹在风中飘
摇。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
是孩童眼中的神奇魔法，是游
子梦里的故园符号，粗粝或精
巧的纹路间，藏着跨越时光的
时空对话。

都说非遗是联结族群情感
的精神纽带。

马头琴的长调悠远苍茫，
乌海快板的节奏欢快清脆；八
卦掌的步法如行云流水，形意
拳的起势似风雷激荡。在这
里，四十多个民族的文明交融
共生，不同地域的智慧在黄河
岸边扎根，生长出枝繁叶茂的
文化根系。

乌海是一座被匠心点亮的
城市。这些非遗技艺，是沙漠
绿洲不熄的火种，是城市肌理
中跃动的韵律。它们与奔涌的
黄河同频，与浩瀚的沙漠共舞；
与葡萄美酒的醇香交织，与山
海沙城的精神共鸣。它们不仅
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现代人
寻找精神原乡的途径，让传统
之美在钢筋铁骨的城市里焕发
新生。

若您也喜欢探寻非遗和非
遗传承人的故事，请与我们同
行，一起开启这场“遇见”之旅。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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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沉淀 千锤百炼

泥土是大自然对万物的恩赐，它以厚重的姿
态，孕育出蓬勃的生机。从女娲造人等一些神话故
事能反映出人们对泥土的热爱，而泥塑的出现，更
是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从河姆
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来看，泥塑至少已有
6000 多年历史，再到秦代兵马俑，汉代百戏俑，以
及各个石窟庙宇的彩塑，也是从泥塑脱胎而来。在
岁月的洗礼中，巧手慧心的民间匠人通过摔打、揉

捏、塑形，把泥土幻化成了千姿百态的泥塑。
黄河泥塑的故事，要从一抔红胶泥说起。走进

张勇的工作室，能看到一个个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的黄河泥娃，而这些泥娃的原料都是来自黄河岸
边。“这些黄河泥塑用的泥土，都是黄河岸边沉积
多年的红胶泥。”张勇随手拿起一块颜色暗红的泥
料说道，“可别小瞧了这些看着很普通的泥块，它
是创作黄河泥塑最好的材料，为了寻找这种色泽红
润、黏性好、抗裂性强的胶泥，我们从乌海出发，沿
着黄河，走了七八百公里不断取土试验，取泥的过
程是很艰难的。”

选好泥土后，这些红胶泥还得经历一年多的锤

炼。说起炼泥过程，张勇指着炼好的泥块说：“取
回土来，第一步是沉淀和暴晒，把从河边采集回来
的泥块堆放在空旷场地，风吹日晒。这个过程中，
杂质会逐渐沉降，多余的水分也会慢慢蒸发。”她
一边说着一边摸了摸泡着的胶泥，“晾晒好的胶泥
要不停地换水揉搓，把里面的砂砾、石子等杂质全
部清理干净。这一步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极大的耐
心，否则就会导致泥坯在烧制时出现爆裂。之后再
用清水浸泡，让泥料充分吸收水分，恢复柔韧。浸
泡时间也很有讲究，短了泥料太干，难以塑形；长
了又会过于软烂，无法保持形状。”

细筛碎土千番炼，慢捣揉泥万摔匀。炼泥最关
键的当属最后的摔打工序，张勇说：“黄河泥塑最明
显的特点就是不加任何辅助原料，通过打碎、晾晒、
过筛、泡制、摔打、揉捏等完成精细的炼泥过程。要
让泥料的黏度和可塑性完美融合，没有捷径，全靠经
验和力气。在摔打的过程中，还得注意力度的均匀，
如果泥料受力不匀，质地就会受到影响。”

凝神聚气 塑形雕琢

不同于普通泥塑，黄河泥塑采用“塑空”技法，
这也是其制作难度高的原因，更是这门技艺最独特
所在。张勇说：“我们做的黄河泥娃没有骨架，内
部是中空的，用的是燕子衔泥搭窝的方法，一边塑
形一边塑空。这全靠双手把控力度，力度大了泥会
变形，小了又塑不出形，刚开始尝试这种技法时，
我失败了无数次，看着辛苦制作的泥坯一个个报
废，心里特别难受，但越是这样，我就越想攻克这
个难关。”

为了学到这一技巧，张勇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赵恩民，系统学习了泥塑“塑空”绝技，从而改变了
传统泥塑一旦成型不可改变的特点，重量上较传统
泥塑减重约 75%。其头部可以灵活转动和互换，随
意搭配出不同的人物关系和场景。“在跟赵恩民老
师的学习中，我才知道中国泥塑技艺的博大精深，
不同的泥塑流派，都有不同的技艺特点，而这些技
艺特点都跟各地水土有关，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就像设计这个扭头的泥娃，脖子倾斜角度必
须精准，不然重心就会不稳，根本立不起来。”创作
黄河泥塑，不仅需要绘画和雕塑的功底，还得懂得
一些力学的基本知识。张勇指着一件半成品说道，

“制作黄河泥娃也是时间的艺术，关键的地方必须
一气呵成。中途一旦停下，泥料的湿度发生变化，
就可能导致开裂或变形。”

一捏一塑形初现，一雕一琢神韵起。细节雕琢
是赋予泥娃灵魂的关键。张勇说：“黄河泥娃的灵
动就在眼睛和嘴角。看泥娃微微上扬的嘴角，像不
像黄河边上玩泥巴的孩子们，为了捏出最鲜活的神
态，我经常跑到村里面，观察村民说话时的表情、
劳作时的动作以及村里孩子们玩耍时的神态，将这
些生活中的细节融入作品里。”

烧制完成的黄河泥娃，色泽自然红润，质地轻
巧且坚固。塑造的人物形象姿态各异，或静坐沉
思，或嬉戏玩闹。肢体动作生动协调，面部表情丰
富细腻，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凝神专注，都刻画得
十分传神。“黄河泥塑的制作颇为讲究，从揉泥塑
形到入窑烧制，一件作品的诞生需要耗费大约一个
月的时间。”张勇说。

在工作室的陈列架上，摆放着一组名为《葡萄
熟了》的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几个孩子在捧着葡萄
的喜悦之情。“你看这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她
手指葡萄的动作，多像我们小时候，看到葡萄丰收
时的情不自禁。还有这个把葡萄举过头的小男孩
多么活泼。他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我都经
过反复推敲和修改，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些泥娃，让
人们感受到在黄河岸边生活的日子有多么美好。”
张勇说。

童趣天成 生生不息

张勇作为黄河泥塑的第四代传承人，同样肩负
着技艺传承的重任。回忆起童年，张勇说：“小时
候就喜欢玩泥巴，捏个小泥人，捏个小动物，很有
成就感。现在想想，其实这些都是受父亲的影响，
那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泥塑手艺是老祖宗传下
来的，可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断了。赵恩民老师也告
诉过我，泥塑不仅仅是手艺，更是文化的传承，每
一个作品都应该有故事、有情感。这些话对我影响
深远，也让我对黄河泥塑有了更深的理解。”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这门技艺不能
只停留在兴趣的层面，当时我就想，泥塑还原生活
的特点，那为什么不用它来还原我们自己的生活
呢？”张勇对黄河泥塑展开了思考。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黄河泥塑，2023 年，张勇成
立了“泥趣”黄河文化传播工作室，并通过非遗进社
区、进校园、进企业等进行泥塑授课。“我想通过一
种乐观且充满希望的形态来表现生活在黄河岸边的
人们，黄河泥娃就是以黄河岸边人物和历史记忆为
主题，记录曾经居住在黄河岸边孩子们的生活场景、
童趣游戏、街巷市井生活的许多美好瞬间。”张勇
说，“看到孩子们捏泥时专注的眼神，我就知道这门
技艺有未来，因为玩泥巴是孩子们的天性。”

2023 年，张勇创作的《玩耍归来》《童趣》《小伙
伴》等作品，代表乌海市亮相第十九届中国（深圳）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同年，她的作品《葡萄
熟了》等代表乌海市亮相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第十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
2024 年，在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交易会上，由张勇创作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等
系列作品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银奖。

黄河水，黄河泥，黄河泥塑传情韵。在这片生
机勃勃的北方大地，黄河孕育出了无限可能。张勇
所传承的黄河泥塑，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黄河儿
女对家乡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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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背景介绍

泥塑，民间俗称“彩塑”，它是一种
古老常见的艺术。即用粘土塑造成各
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在新石器
时代的遗址中，已多次出土早期的泥塑
作品；到秦汉时期，泥塑已成为重要的
艺术品种。黄河泥塑，以精选沉积多年
的“红胶泥”为原料，采用“塑空”技法，
纯手工捏制；经泡、醒、揉等程序，用自
制木刀塑形的人物，具有色泽红润、有
黏性、有光泽、抗裂性好等特点。黄河
泥塑第四代传承人张勇，系统学习了泥
塑“塑空”技法，并与祖传技艺相结合，
逐步形成了本土特色鲜明的黄河泥塑
技艺。该技艺在2023年，被列入乌海
市第四批市级非遗名录；2025年，被列
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批省级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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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捉小鸡老鹰捉小鸡》》 《《葡萄熟了葡萄熟了》》

《《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