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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主要是为编写

《河南省文化志》初稿选集资料的 z 其次是范己

搜集到的部份不能入志的珍贵文化艺术资料集录

成册留存后世;其三是交流编写经验，广泛的征

求各级文化艺术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有

关专家学者布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选编》资

料的审阅和补充。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前文化摇篮。我

们的祖先用劳动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始烂的

文化艺术成果。由于旧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局

限，艺人的社会地位低娥，生活贫苦，他的的精

湛艺术技能，只能靠口传身敦，很少有文字记

载，更没有人去给他们树碑立传.几年来，省文

化志编辑室的同志，查阅了我省各大图书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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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书刊、史志和档案馆的有关文献档案，又召集

老艺人、专家们、文艺工作者座谈，收集了不少

资料，其中一人一事有根有握的系统资料不多。

但编篡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志，需要有丰富翔实

的资料。因此，衷心欢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知

情者权极协助提供资料并踊跃的撰稿。来稿请寄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

该《选编》的资料是作为征求意见刊印的，

请勿引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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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和与泼县泥玩具

王书平

人称"泥猴张"的民间艺术家张希和，今年44岁，是搜县文

化馆的美术干部。他长于即兴发挥，现场创作。一把胶泥，扭几

下，捏几下，竹棍儿再扎几下，一只泥猴或天真好奇，或心事重重，

或盛气凌人，或情纵意得地就生出灵性来。他忠实于艺术实践，虚

心向民间艺人学习，苦心钻研，广采百家之长，形成了自己作品

的独特风格，又保持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他创作的"百猴图"

形象虚实相生，神韵变化无穷，受到国内外人民及艺术界的高度

赞扬。野猴通过张希和的造型艺术之路进入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之

巾，丰富了人类的生活。

-、混玩具的故乡陶冶了张希和

泼县是泥玩具的故乡。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末，农民起义革

领袖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泼县大伍山与随军大战，争夺黎阳仓.

传说李密手下有一大将，叫扬记。此人，作战勇敢，所向无敌。他

的军中有善塑的士兵。在激战之后，为怀念阵亡的将士及坐骑，

就捏一些泥人，泥马，寄托哀思。渐渐地，这一技艺就传给了扬

记屯兵的大f巫山一带的老百姓.大伍山寺庙林立，僧道云集，是

古代的文化盛地.泥塑艺术很快就在这块文化盛地上生根、 发

展。大伍山又是泼县古庙会盛地之一，古庙会既是物质交流会，

也是文化交流会，是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大展览。当年

瓦岗军屯兵留下的泥塑艺术，被扬E己屯的民间艺人发展为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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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玩具一一混咕晤，这是一种既能吹，又可观赏的泥玩具。这种

混玩具就在一年一度的大坯出届全上展览、销售。这些泥塑品出

纪念品上升为商品，使它得以存在与发展。泥玩具是商品，苔先

是艺术品，它不仅有着美国的传道故事，而且造型秀美，寄托苦

人民对生活的理解，热爱、愿望。因此，艺人们制作泥玩具的过

程就是创作艺术品的过程。剖作泥玩具的艺术家的，他古1既是生

活的开拓者又是艺术的创作者。生活与艺术在位们的必灵中得到

了完美的统一，使混玩具艺术不黯发展，经久不哀。

没县泥玩具的生产基地是没县的挠充屯。茹lè屯是由李密军

中大将揭E己在此屯兵丽得名。扬王亘在此留下了混塑艺术，扬王己的

名字变成了这里的村名，扬丑的艺术被拧上进世代代的人继承、

发展，传至四海。扬丑屯村有700多户人家，捏制混玩具一一混

咕咕前就有600多户，堪称泥玩具的故乡.

搜县历史上就是民间艺术的繁盛之地。民间工艺种类极多，

有本制刀棒、布老虎、虎头鞋、虎头捐、扎花鞋、花挠头、花斗

斗、花圈裙p 有西平、西沟、国人z 有纸人、组马E 存石习、 5专

刻等，混玩具是民raJ工艺151E;』的代表作品。

混玩吴的题有丰富，取材于动物的有小马、小豫、小狮、小

牛、小鸡、小鸦、小挠、小瑞等，取有于传统历史故事的乡可瓦

民军的将士秦琼，程咬金等;敢材于传说的有猪八戒、孙悟空等形

象 z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有小娃娃抱大公鸡，小姑娘抱大寿桃等等.

泥玩具的艺术生动，有‘趣、朴素。猪八戒彭象程矿憨厚，混

狮子敦厚戒武，小猿子形神兼备，小骂骂主绘鲜颜，历史人物主走马

挠戈…. . . 

泥玩具的制fþ工艺科学，捏翻泥玩具一般有因种澎式E 一边

模甜、有铺头事ijî、小燕子、小丫环妞等鑫二是黑手捏的，有小马、

小旗、猪八戒、大小混暗暗等事三是模子拉和手捏相结合的，在

帮马人〈人是模销，马是手捏的〉等F 西是在渥玩具身上出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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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弹黄的，有活头马、活头军事、活头猪八戒等。在这种捏割的基

础上加上了彩绘。彩绘是以黑色、棕色打菇，再拮绘上白土著1，大

红、大绿、大黄、大兰等花纹。在用色方面大都用原色，银少用

问色。颜色以蛋黄蛋音器戚，使色彩起明发亮。这些都是民间的

喜庆色影，对比强烈，具有地方特色。

制作捏在具的的工具，原料都很简单。它的主要原料是黄呈交

担加水和成泥己，经过捶打即可。其工具是一提竹握，剖成一头

程、一头尖用以勇壁画混玩具的鼻、跟、 i费和身上的花纹。还可m

来在泥玩具的不同部位上扎眼通孔，用 i嘴可吹响不同的声音，班

以，群众称它是混咕略、小哨儿，既能看又能吹。上恶用的是狗

毛自制成的笔，笔锋尖，弹性好，使用起来灵活。

授县涯磊具的际承关系，多是家庭传艺。涅玩具的艺人都是

六、七岁开始跟着爷爷、父亲玩泥巴，是父传子、子传子的继承

下来的。农闲时捏剖，风子后收藏起来，经主车上色，然后在店会

上或春节前后到外衬出售。髓若泥玩具的不断友展，茄成了有辛辛

长的艺人，如61岁的王廷良擅长于捏销瓦岗军人物，王兰团长于

捏马、人、裤、毅、人戒等形象，李永连善盖小燕子、据咕咕5

15岁的侯全德老人会捏各种据玩具。他轩的作品有的细黯精致，

性趣生动z 有的起矿豪放，夸张大姐，有的造彭单纯，后朴憨

厚，有的指患巧妙，王在态多姿。这科艺术上的自然分工，是艺术

进步，友展的象证。

张希和不是挺丑屯人，但他出生于具有民间艺术传统的家

庭，其父酷爱书法。冗长擅长坛扎。幼年的张希和接受了家庭艺

术熏陶之后，却酷爱上了扬王三屯的泥玩具。张希和五岁那年跟随

大人3?J同 lU赶在会，梭于姿百态的混玩具段引住了。父亲为也买

国了颈皮的泥猿、雄壮的小辈革子、憨厚的八戒、神气的骑马人

等，回到家皇后，也就模仿着捏，上学以后，他就当小老师教同

窗好友捏，表阂，学校就假，张希和就又把买来的混玩具照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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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着捏。杨E己屯的民间艺术，滋润着张希和幼小的心灵。扬记屯是

混玩具的世界，这里的大人、小孩，谁都会捏几下。张希和置身

泥塑艺术的世界中，一方面学技术，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民间传统

故事的熏陶，使他纯洁的心灵里，诞生了振兴泥玩具的理想。

二、张希和与民间艺人

张希和参加了工作，当上了文化馆的美术干部之后，非常注

意学习党前文艺理论、文艺政策，深知民间艺术是我们的国宝。

他一方面拜老艺人为师，学习传统的民间艺术，又在学习传统的

基础上进行新的尝试创作。另一方面对泼县的民间艺术进行广泛

的调查，开始了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张希和的创作与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级段。他读查了泼县民间艺

术的种类，研究了竣县在民间艺术的沿革、发展，模括了数十

名艺人的艺术特点，在溺查中，他发现泼县、泥玩具艺人经验丰

富，但缺乏相互交流，缺乏理论指导，艺术知识贫乏，因雨，塑

造的形象果直、粗楼。为了发展、提高泥塑艺术，张希和十分关

凸老艺人的生活。老艺人有病，他亲自登门看望，帮助请医买

药。谁家生活有因璀，他慷慨资助。老艺人许永廷儿子结婚急需

200元钱，张希和卖了自己家的黄豆，将钱给诗永廷送去。老艺人

李承连因缺钱过不了春节，张希和自衬里，乡里如实反挟情况，

帮助解决菌难。为了让每个老艺人在晚年发挥余热，安心进仔艺

术创作，张希和与他妇一块吃饭，一块工作，共同探讨混塑艺术

的摆律，调查按克的性能、研究色彩着法，改进工具，创造出了

许许多多虚实兼备的艺术影象。为了鼓励民间艺术的创作热情，

提高泼县泥玩县曲艺术，八二年春节，张希和又亲自主办了"凌

县民间艺术作品展览"并评选出了九名一等奖。老艺人们拿

到奖状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王廷良老艺人说"哎呀i 我们上

几辈都没见过这玩艺，我们捏祖辈辈都被人看不起，这是个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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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手艺。现在我们的党真好，也看得起我们这些老头子了。我要

把奖软当宝贝挂起来，叫锋那子子孙孙都知道她爷爷捏涯咕唔得

了奖拭"。老艺人玉兰因也说 í'文化大革命中，把泥咕咕当这

信品横扫了，将泥咕咕锢在地上用脚踩，现在呀，党这样关心我

们，我们要为党争元，为县领导争气，不但自己捏，还要教孩子

们握，世1tt代代传下去。"

展览之后，张希和又将老艺人王兰固、李永连、王廷良、侯全德

的作品推荐给国家杂志《美术》。选登了地们的作品及个人简历。

1984年 2 月，在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下，泼县又

成立了"民间玩具研究会"，营电视台又拍摄了"注县泥玩具"电

视片，接着泼县、泥玩具又到北京、广州、深割、郑舟、安院等地

展出，全国十几家杂志先黑发表了注县混在县的照片及文章，同

时又给中医美术馆、中国民间搏物馆、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

皖、提供了上干件收藏品。

没县混玩具终于进入了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之中，张希和以

及杨E己屯老艺人的心愿初步实现了。

三、张希和与著名艺术家

张希和在调查研究泼县混玩具的过程中，搏采众长，创作了

一批混攘的形象。他捏的泥猴，有的必天真好奇"，有的"心事

重重"，有的"盛气凌人气有的"情纵意得"，每个猿都有自己

的灵性。保留了泼县泥塑艺术的地方风格，塑造出了形禅兼备、

军人喜爱的混猿。张希租的努力赢来了众多著名艺术家的关注，

竣甚混玩具也同时登上了民间艺术交流的宝座。中国美术家路金

转主菇、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给张希和写信说: "你们没县

领导这么重视民间艺术，我要自毡们问好i 向他们提贺 I "中医

美术馆结长、著名画家曹振峰先生说: "注县泥玩具生产、销售

这么集中，又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特色，在我国是少晃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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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保护区，象保护生态平衡一样去爱护它，重视它。纱中霞著

名画家、书法家张停先为泼县泥玩具题字"乡土之花芳。河南大

学教授于安兰先生题字"民间艺术庆复活"。、河南省美协主露、

著名书法家陈天然亲笔为张希和住室题字"混香斋"。中国著名

画家最频尧为张希和题诗"塑是如法雕是攘，捏洁单凭手指

尖。不增不或成万象，此艺植述女娟拙。"

一九八四年春天，全国著名民间艺术收藏家李寸栓先生到没

县考查，亲吉班看了;需摆着泥猿由张希和的住室。李先生关公的

说"你要看看黄胃的"百驴盟"，受受启发，体就不能在在子

身上下下功夫，王军察观察猴的动作，再在艺人们研究研究，住在

不能创作一个什么"百猿图"。名人的点拨，使张希和旗开茅塞，传

到是现察了黄舅的"百驴圈"，'捷希和很受启发，经过凡个月均

精心剖作，张希和的泥塑"百猴盟"诞生了。一百个猿子组成的

群体，坷等壮现!群体之中又分为若干个组雕，一组组相互呼

应，无声之中胜有声。那一组组群象中，有的监牙冽嘴， 'ft{与同

伴争吵量有的紧锁眉头，显得辛辛重重F 有的睬着双珉，昏昏欲

睡z 有的趴在紧妈妈背上，这情嬉戏。这一百个猴子中，有蹲、有

琪、有坐、有立、有喜、有怒，有信、有惧，有仰天大笑的乐

猿，有躬身远跳的望猴，有越牙现 i悔的斗猿，有得意忘形的i普

猴，……。千姿百态，形象各异，虚实相生，心灵有躬，持韵无

穷，真乃艺术之宫。

张希租的"百猴图"，当年两次进京展出，受到了艺术界她

高度赞扬。 ~ft画j郎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赞其必技艺超群"多

著名书法家萧劳称其必百猴王" J 著名历史学家于安涌先生就

诗"心灵手敏巧)&}，多，员问艺术庆更活，到娃儿童争吹弄，民

闰艺师张希帮"。

张希和的j莫功，一方面是他的脚模深深地扎在民i国艺术的土

壤之中，另 d方面是位大盟创作，广泛的进行艺术交流，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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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的指导。他是立地着天的艺术实践家。

四、张箱和的艺术道路

张希和幼小时就眼着父亲学书法，跟着冗长学纸扎，上学后

开始学捏泥玩具，参加工作后致力于泥玩具的创作与研究。张希

和在继承学习传统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他一方面组织"民间艺术

展览"，成立"民间泥玩具研究会"，加强民间艺术的整理、研

究工作，另一方面，自己深入观察，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特别

是创作百猴期间。他常利用到北京郑州及其它城市出差的空隙，

钻进动物园，或站立于公园的猴山旁，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边观

察边写生。一次他和爱人一起在北京动物园看猴子，由于张希和写

生入谜，爱人等的不耐烦了就在身边长凳上熟睡了。他也未发觉，

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唤醒爱人离开了动物园。外人说，张希和是

走进公园画猴子，走路想猴子，手中捏猴子，回到家里对着镜子

学猴子。一次张希和同全家人一起进餐，突然一只斗猴的形象浮

现于脑海，他随手抓起饭桌边的泥巴，一边捏一边吃饭，不想，

竟将一团泥巴当馍填进了嘴里，逗得小孩子们乱笑。平时希和还动

员自己的孩子作猴的各种各样的姿势，自己边指导边捏制。创作的

道路是严肃的，找不到规律到头来是只有苦劳而无功劳。张希和

开始创作，是先捏单独的乐猴、望猴、拳猴、醉猴，进而捏天真

好奇的猴、心事重重的猴、盛气凌人的猴，情纵得意的猴~

在熟悉并掌握了猴的形态及其灵性之后，张希和叉开始了对猴的

群体的构思与创作。要创作猴的群体，需要了解猴的家族，家规

及猴子的心理。为了研究猴子，张希和还观察了安祥的狮子，威

武的老虎，机灵的梅花鹿等等。在观察研究创作对象的基础上，

张希和还研究了中国传统的民间美学。《百猴图》的创作成功，

标志着张希和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张希和在自己的泥塑百猴图创作中总结了十三个字说z"J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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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头上功，不求影似求神情@"他捏捏猴注重胃部表情刻画，

因肢那线条程矿像大写意画一样，几下捏成。他博采众长，既保

留了泼县泥塑的传统地方风格和乡土气怠，又发展创作了形神兼

备，逗人喜爱的棋。

王、张希和赴美匿襄遣混塑技艺

一九八五年九月，张希和髓河南省贸易展销团赴美国堪萨斯

州哈钦森城表演捏能混玩具技艺。在美国张希秘主要表演捏猴，

并和堪萨斯州娟长卡林合作捏出一只俯身凝望的现海猴，卡林高

兴地说"这是中美友渲猴，中美友谊万吉常青I "卡林州长还

在这个 μ友谊猴"身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希和在美国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熬恋中的美国青年戴

维德和赛结玛请求张希和给捏个泥猴二张希和握一起胶混，扭凡

亨，捏凡下，竹棍儿又扎了几下，→对蹲挪跳跃的跑猴情锐意得地

生出灵性来，象征着青年的男欢女爱。

张希和将中国古朴的民间艺术"泥咕哇"带到了美国与美国

众多的艺术爱好者进行交流，他还被请到哈钦森综合艺术学院进

行讲学与艺术表演。

设县民间混玩具历虫悠久，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友展，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成立了 tI泼县民部玩具研究会"，相信

泼县民间玩具之花，今后会开得更鲜艳、更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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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池村的"棚口"艺术

侯俊杰 王书平

三门挟市海池县的东天池村，位于河南省西部，~是池县东南，

宜南县西北，与义马市梧邻.东天池村居住着四百余户人家，两

千多 2人。该村历史悠久，文化较为发达， 44榻口"艺术是本持

传统文化的代表。

-、 "棚口"的严生、沿革

〈一〉影门的出现。

古老的东天池村，历史上建有多种寺庙，持京有 d 奶奶

!画"，村西有"自龙庙"、 u玉泉班"、 "廷庆寺纱等。店内塑

有"白衣捂如神"、 u火神"、 "关公"、 "现音"等持象.逢

年过节，材里人就将村外庙里的神清图将里，安置在搭有彩门的

神翻内，让村民的进香上侠。于是， "君f1纱随着东天池人的敬

神活动一个一个跑出现在春节的，持庄上。人为了表示对掉的虔

珑，除了按常规烧香摆供之外，还要对影门进行一番精沓的装

饰，这就出现了影门艺术。在装锦影门时，人们还请来能工巧

匠，用影布编织"胡椒叶"、 "梅花型"、 "方格型"等各种图

案费用移缉绣扎成绣球，级上花穗z 用棉花、布辛辛敢成传统戏剧

人物，如，哪屹i商海，沉香劈出救母、秦香莲、自蛇等人物彭

象，镶嵌在影门上。节写的夜晚，红色纱灯高悬，使影门秀丽多

姿，段引四材乡邻来衬泪光。

〈二> "榻口莎的产生

东天边持有着传统的应会活动。庙会中，有"朝庙遥香"、

"敬神拜佛"、 u兔祸求福"的迷信活动s 也有进仔买卖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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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活动E 还有各种杂耍娱乐的技艺表演活动。人们在题会活动

中，不仅可目得到买卖的利益，而且也可以获得很多朴素描知

识，又可以表演自己的技艺，以求社会的赏识。自此，东天边历

史上1载有与东邻村一一张拧，争夺庙会的习惯。争届会首先争

祷，争种传具体手嚣，是出赛请神。就是出一比那村清神的仪式

隆重，神属自搭的雄巍，高雅，能吸引现看者。每年的清明节，东

天边村就有一次与张村争需"白衣奶奶神纱的比赛。东天边人为

了将奶奶掉争国本村，将"自衣奶奶庙纱的商会移到本持举办，

位{ì]就将春节期闰各家请掉的神挪的影门，集中起来，吸收各家

之长，统一设计，精心组合，结梅成一座十分壮混的茄假壤楼的

大翠门，立于材头，吸引四乡农夫农妇，太太小姐，红女绿男，

主IJ本材来现宠，欣赏本衬彩门。这种集中本村文化艺术的大型影

门培坊，就叫必栩口"。

〈三> it攘口纱的沿革

东天边材为请提i 出王军了"呈~f1"，为争庙会产生了"锦江"。

相口是由多个彩门结持而成，影门是由木料做成一溺一扇的 fl

w，然后扉移布在上面编织或各种图案、花纹。这种图案有梅花

形的、胡棋叶彭的，方格式形的等，图案上又用花布，棉花等做

成各种动物、撞物，有的还傲戚或慰人物。这时的彩fl ， B不是

为清神雨?写了，而是一种艺术供人的欣赏.建国前，一些有钱的

大户人家，为了装璜门面，祝寿、红、自喜事，也扎榻口，以示

富贵。因此，东天池材的一些搞制摆口的艺人，常被邻近的宣南

县、;电池县、新安县等地请去制作梯口，东天渔村也就有了专门

制编翻去艺术的艺人。

建国后，随着东夭池衬土攻的胜利，土地还老家，人民安居

乐业，生活美满幸福.为了庆贺新生活的诞生，一九五三年春节

期间，在本衬搭起了必榻口妙。此后， "撞口"这种艺术裁员睡

了很长一段时筒，九七六年，在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开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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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东天站村的棚口艺人又黑黑、白两色的布搭起了槌口，供全

村人以及外乡人来吊唁。十一届三中全会盐1来，这个村里的人家

先后都富起来了，村里也有电视机、拖拉挠、汽车、自仔车。一

九七六年春节前，村里又能订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农、工、养各

业兴旺发达有了保证，加上瑞雪兆丰年，村党支部、持委会就组

织了几位老艺人用了十八天时间，经过精心设计，巧手编缸，春

节期间，京天池村头又矗立起一座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雄伟的梯

口。这个栩口共用布一万二千多尺，由十九崩五十格持成，高十

米、宽十四点三米。"摇口"用一万二千多尺布以及钉格扇用的

木程等，全都是本衬人自愿对的料。这次搭的描口，于八六年

"五·一"节时，移到了混池县城展览。

二、 "翻口纱韵结构

一九八六年搭的摇口，外混住i巍哦的古城楼，造型宏伟壮

现。入夜，镶嵌在拥口上的几百只彩色电好泡，闪闪发亮，将整

个棚口照得遥明。各种翠布编织的图案，按各色灯光蒙上一层不

断变幻的影光，矗立在山村的村头，使出村持密、诱人。

"榻口"自主搂和两翼的费j楼组成。主楼又分为三部分，有

正楼与左右两个拥楼。正楼高十米，宽五点八米，是槌口的中心

都件。有五窍十九格嵌着不同图案的长方形彩扇至上商下连结市

成。顶部一扇名吕"正脊纱，长方体，由三窍合成，长四点三米，

宽零点八五米，中.L' 向上。正脊上爵树三段锯叉一个，左右各有

一个杂技演员模样的人，启绳与钢叉相系。杂技人俗称"走脊人"，

走脊人身边各卧一只白色和平鸽，象征力量与和平至上。三格

中，中格背景，是黑影布织成的大胡椒眼京花，左右两格为小

齿椒踉底花。在鲜花交簇中，镶有二龙戏珠图案，两上角还有两

只头朝里的"稳"。 "稳"传说是皇帝钦定的一种动物。"稳'

张口 I司里，尾吕朝天，咬住二龙尾巴，主i示稳器、保险。 E 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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