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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州建制已有二千二百余年，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自秦汉以来即是水陆交通

重地。隋朝修通京杭大运河之后，通州成为运河北端上的重镇，船舶往来，商贾云集，

成为南北文化交流汇集之地。运河文化孕育出聪慧的运河儿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享誉海内外的汤氏面塑艺术，就起源于这里。

    据考证，中国面塑始于汉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工卷》记载：“汉代迎神赛会

上的傩舞便以面团塑成鬼怪头部形象。”北宋《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汴京的习俗：

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团捏成燕状，再用柳条串连插于门楣。而且，自宋代开始

面塑多塑制戏曲人物，沿袭至今。清代有蒸“喜馍馍”祝寿的习俗，即用面团捏成大

桃表示长寿，捏成石榴表示百子，“馍馍”外表还要涂上颜色，嵌上红枣、红豆等。

在 20 世纪以前，民间还流传婚丧嫁娶和年节庆典时以面塑馈赠亲友或做供品的风俗。

直到今日，在偏远地区广大农村中还有做面花的习俗。至 20 世纪中叶，面塑开始从供

品、赠品、玩具发展成为供欣赏的艺术品。今天，面塑这门古老的艺术受到政府的保护，

并且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塑技艺传承人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

他们积极带徒授艺，使面塑艺术得以有序传承。

    北京通州“面人汤”面塑形成于清末，创始人是汤子博（1882 ～ 1971）。他以深

厚的国学和艺术功底，博采众长，将民间面人由“签举式”改为“托板式”，进而创

出核桃面塑、浮雕面塑、悬塑面人和制钱面塑等多种形式；题材也拓展得极为广泛，

有书卷人物、戏曲人物、仙佛人物等；用料从面粉到陶、木、泥等更为多样；以大量

成功的作品确立了“面人汤”面塑流派的地位。汤子博的传人们很好地继承发展了“面

人汤”艺术，使之发扬光大，使面塑从民间步入高雅艺术的殿堂。

    “面人汤”艺术以家族式传承为主，兼有师徒传承。汤子博将小面人传授给其二

兄汤有贵和小弟汤有益，在北京形成面人汤三兄弟，影响颇为深远（这可见诸民国时

期大陆及港台等报刊对“面人汤”的介绍文章）。汤氏三兄弟自清末、民国经百年来在

汤氏艺术
文 / 李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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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社会上颇具影响，在面塑艺人中独占鳌头，引起了当时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和皇室贵

族的瞩目，名望与日俱增，社会上的从业者与爱好者也纷纷前来拜师求访。

    到了民国时期，汤氏三兄弟的营艺方式既相同却又有所不同，在面人的装潢上三兄弟都

有统一的形式，这一点也是汤家面人的一个特点。汤子博次子汤夙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很好地继承了家学，是面人汤面塑艺术的杰出代表，二兄汤有贵基本在家捏制面塑，并送往

商店和市场经销，但晚年一家命运多舛。

    汤氏三兄弟最小者汤有益（1894～1975），字子高，通州人。1912年随胞兄汤子博学习面塑，

开始在北平、通州等地赶庙会，后摆摊卖艺走遍江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在武汉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业从事面塑艺术研究工作，并收徒传艺。

    汤有益的长子汤麟玉（1926 ～ 2007）是“面人汤”第二代传人，他又将面塑艺术传给

长子汤福祥（汤家第三代）及孙女汤羽（第四代）。

    汤有益之幼子汤金章（1933 ～ 1997）自幼开始随父学习面塑艺术并将面塑技艺传授给

女儿汤岭（汤家第三代）及北京的冯海瑞老先生。

    汤岭之子汤米，系“面人汤”第四代传人，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目前在国外留学。

    “面人汤”家族传承有两个特点：其一，不单是倾筐倒箧、推心置腹地传艺，还有深厚

家学的文化熏陶，全面提高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其二，继承者大都受过系统的高等美

术教育，继承与发展的潜力比普通民间艺人大得多，因此形成并保持了独树一帜的“汤家样”

的面塑艺术。

    汤子博国学功底深厚，擅长国画、彩塑、古琴、中医、气功、古典文学、佛像绘制、出

土文物修配等，这些是他进行面人创作的根基。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在北京华语学校教授两

名美国女士，并成立了“面人模型制造所”。20 世纪 50 ～ 60 年代，汤子博在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成立了“汤子博工作室”，传艺于董凤岐等很多学员。1986 年中央美术学院恢复面塑工

作室后，其子汤夙国又传艺于杜小波等。

    “面人汤”面塑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按创作题材分为书卷人物、戏曲人物和仙佛人物。

    书卷人物包括历史人物和小说名著中的人物。像李白、杜甫、屈原等。还有名著《红楼梦》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中的主人公，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高尔基的《母亲》、

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书中人物，以及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塑像（小泽征尔收藏）。

    戏曲人物包括京剧中的生、旦、净、丑各行当中的多种戏曲人物。汤子博更擅塑戏曲名

角，如捏塑谭鑫培饰演的黄忠，梅兰芳饰演的虞姬，同时还有各种民间舞蹈和地方戏曲人物。

汤夙国在戏曲人物上又加以发展，将电影、话剧及歌剧中的人物加以塑造，如老舍的话剧《茶

馆》、柴可夫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以及《佐罗》《奥赛罗》等。

    仙佛人物包括儒、佛、道三大宗教的佛像造型，如佛教中的如来、三大士、弥勒、十八

罗汉等；也包括耶稣、圣母、安琪尔以及其他宗教的圣像等。

   “面人汤”面塑艺术按艺术形式可分为组雕式群塑、普通面塑、浮雕式与悬塑式面塑、核桃面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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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雕式群塑是一种规模较大的面塑类型，工程大且复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

塑制过大型《狩猎图》《群仙祝寿》《文王百子》等巨型场景面塑，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汤子博父子合作塑制了《红楼梦》中的藕香榭吃螃蟹的整个场面，其房屋、池塘、对联等无

不惟妙惟肖、百态千姿，曾在工艺界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普通面塑类型人物一般为 10 厘米左右，有单人、双人和多人之分。如观音为一人，再配

以善财童子和小龙女共三人；戏曲多为双人，如《四郎探母》的杨四郎和铁镜公主。此外，

也有三人及多人的，书卷人物如李白、苏东坡可一人或双人。总之，要看构图与章法而定，

一人构图、双人构图与多人构图，在处理上是完全不同的。

    浮雕式与悬塑式面塑类型可做壁饰，分为头像、胸像、全身像、双人、多人等，在塑制上

用等比例压缩的办法处理，制作时要细心处理起位线和压缩比例，效果形如硬币画面，色调统一，

形式完整，配以外框，以二维空间表现三维空间。悬塑方法与浮雕式大同小异。

    核桃面塑也叫核桃面人。汤子博的核桃面人用普通食用核桃。内壁布景，人物写实，在

半个核桃壳内装有人物、殿宇等，构图别致，疏密合理。有一人的《独钓寒江雪》、20 余人

的《十八罗汉朝如来》和近 30 人的《二十四仙朝王母》，堪称面塑绝技。汤子博的核桃面人

社会影响较大，国内外多有收藏。

    “面人汤”创始人和继承人都是学者型艺术家。目前唯有次子汤夙国（原名汤麟书）继

承家学、父业。他成长于艺术之家，饱受熏陶，在“面人汤”艺术传承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

人物，他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总结、创新、发展、使面塑艺术更具有时代感和民族特色。

    汤夙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受过高等美术教育。对诗词、面塑、雕塑、彩塑、陶瓷、

绘画、工艺、面具等均颇有造诣。因此在处理体、面关系和把握整体效果上更准确。他熟悉

东西方美术史论，走访过五大洲，在艺术观念和理论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出版过《面塑制作》《面

塑大师汤子博画稿》《民间艺术大观》（合著）、《夙国词选》、译著《北美印第安艺术史》

等多部学术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总结了面人汤的成就。他将国画的技法运用到面塑上，

并将绘画书法有机地点缀于面塑作品之中，他善于将民间传统技法与专业雕塑技法相结合，

作品浑然一体，小中见大，突出内在气质和神韵。题材广泛，构图章法非定形或移植。使作

品具有了中国写意画的特点，更突出了面人的民族特色。所以他的面塑人物都有性格，都具

神韵，都有其思想深度，在目前民间艺术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面塑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

水准，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面人汤”面塑艺术。在通州区文化馆和通州区档案局的共同努

力下，2011 年“面人汤”面塑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汤子博次子

汤夙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现在“面人汤”面塑艺术已成为北京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品种，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

是鲜活的历史记忆，是北京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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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面人汤”艺名的形成
汤夙国

    “面人汤”一名由来已久，它既不是自封的，也不

是某个组织命名的。汤子博自清末研发面塑之后，在全

国各地风餐露宿、自我营艺，不知不觉地在他的活动中

得名。何以唯他如此，因为他的面人与遍及全国的山东

硕壮大面人迥然不同，因此广大百姓自然而然赋予了他

这一通称。汤氏三兄弟从京师发展到全国，他们终年为

生活奔波，为艺术追求，不解其声望之意义，更不知其

名之由来，百余年来历久不衰，积以时日，民众异口同

声地称汤氏兄弟为“面人汤”，而且不胫而走，名扬海

内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在同行业中影响了众多大面人的

从业者，逐渐出现了不同水平的各类小面人，从而取代

了遍及社会的山东大面人，改变了这个行业的造型风格。

再一个原因则是汤氏面人在旧中国引起了达官贵族及众

多名人学者的青睐而为文介绍，多有收藏，在知识小众

中得到广泛的赞誉。时至今日，故宫博物院还存有一代“面

人汤”汤子博的弟弟汤有益的面塑作品。

    汤氏兄弟数十年如一日地营艺在群众中，不自觉地践

行而名声渐行渐远，水平日渐更新，因此“汤家样”的小

面人在大众与小众中自然形成了这一称谓，而且代代相传，

在传承中发展提高。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

政府高度的关怀重视，使汤氏父子有难得的机会进入最高

美术学府，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创作意识，从而在国内外参

展和参加重大的国家级和国际创作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

后，二代“面人汤”走出国门与众多国际名流、艺术团体

第一代（汤子博、汤有益）第二代（汤夙国、唐金章）

汤子博与汤夙国父子

汤子博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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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院校的交往，丰富了自己，分享了艺术，使“面人汤”

其名增强了世界色彩和国际影响。

    百余年来面人汤经过了两三代人的艺术实践，其艺术

质量、作品内涵和创作思想独具门径、与众不同。联合国

在纽约召开“面人汤”艺术研讨会并建议发行联合国邮票，

“面人汤”成为联合国第一批授予的大师称号，美国麻省

成立汤夙国“面人汤”陈列室，通州区建立了面人汤艺术

馆，2008 年举办面人汤大型个展，2013 年汤夙国又被评

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汤氏曾与吴冠中等人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四人联展，并且在国外举办了多次高品位的个展与

联展等等，这足以证明升华了的民间面塑可与众多美术门类

媲美，在这个意义上，表明面人汤已经不完全是北京地域性

范畴，而成了中国面塑的突出代表，面人汤艺术范例也体现

了符合雅俗共赏的艺术法则，同时得到世人的赞许。这种赞

许是经过深入的视觉分析而对作品予以的肯定。

    当下正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面人汤”朝

气蓬勃，精神焕发，迎接着更多繁重的文化任务，从而

使“面人汤”更好地发挥其所独具的正能量，展现出繁

花似锦的中国梦想，实现了“面人汤”艺术的这个“小

面人的大梦想”。

    在晚年之际，更不减当年，创作精品、传承后人，

使面人汤艺术“一茎独秀当庭心，数枝分作满庭阴”，

汤夙国如是说。汤氏晚岁尚能烛光闪烁，发挥余热而自

得其乐。这就是面人汤的风格，“面人汤”得名如此。

面人汤艺术馆内与外国友人交流

三代面人汤（汤夙国、汤岭、汤米）

“面人汤”艺术馆揭幕仪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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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子博
TANG ZIBO

    汤子博（1882 ～ 1971），原名有彝，艺名面人汤，通州新城南街人。幼

年语迟但心灵手巧，尤喜绘画，入私塾业余学画常废寝忘食。当时通州往来艺

人极多，山东曹州艺人所塑面人生动古朴，所用工具简单。汤子博自制竹针，

试捏面人，反复制作，获得成功。并将塑佛像、画壁画、画窗帘、画灯笼片子

等多种技艺融为一体。

    他还掌握做泥人、配制古玩、捏瓷人和“作旧”等技能，绘画和面塑技艺

日趋成熟。

    他的面塑题材涉及古今中外、男女老少、五行八作，十分广泛，极受推崇。

能在极小空间内，捏出“独钓寒江”“竹林七贤”等故事。民国期间，他曾为

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京剧大师梅兰芳及作家周作人等社会名流、官宦仁绅塑

制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他的艺术才能，给予优厚生

活待遇。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各种展览。1953 年，文化部调他到中央美术

学院工艺美术系搞创作；1956 年，该学院成立汤子博面塑艺术工作室，次子

汤夙国陪同工作。他虽年已古稀，但仍深入工厂、农村参观学习，满腔热情地

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创作《敬老院读报组》《新嫦娥奔月》等许多新作品，

有些作品进入莫斯科造型艺术展览会参展并获奖，不少作品作为国家礼品赠送

外国友人。他倾尽心力启迪后人，为面塑艺术发展而不遗余力。1971 年 5 月，

汤子博在北京逝世。汤子博生前曾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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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子博核桃面塑《木兰从军》

《木兰从军》

    花木兰是古时候的一名民间女子。从小练习骑马，随

着年龄的增长她技艺不断精深，正碰到皇帝招兵，她父亲

的名字也在名册上，和同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在此次出征之

列。她的父亲因年老多病而不能胜任，木兰便女扮男装，

她在集市配好马鞍，替父亲出征。逆黄河而上，翻越黑山，

骑马转战十余年，她屡建奇功。哈！男子可以做的事情女

子未必不可以做。我看到木兰从军的事迹后就更加相信这

个道理了。

    此作系汤子博清末所作，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现藏于

通州面人汤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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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汤子博核桃面塑《十八罗汉》



009汤子博核桃面塑《二十四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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