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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泥塑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山泥人采用陶模与捏段镶手和

印段镶手制作而成。其制作工具依据工序可以分为泥坯制作、彩绘制作、
銮妆制作 3 类，制作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黑土和广告色或丙烯，工艺流程

为准备黑泥→制作泥坯→彩绘→喷漆→装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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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泥人有着精湛的制作工艺，一则明末清

初在无锡广为流传的谚语这样说道:“要神仙，找

阿生; 要戏文，找阿金。”对此，凡是亲眼见过惠山

泥人制作过程的人都会认同。《中国工艺美术大

辞典》中有“惠山泥人”词条，不过记载的不是制

作工艺，而是泥人的由来及特点:“江苏无锡惠山

泥人，相传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具有优良的传统

和独特的风格。惠山前期作品，主要是儿童耍货

( 玩具) ，如车老虎、大花猫、大阿福等。明代万历

年间，昆曲流行无锡一带，惠山开始塑制戏剧人

物。清代后期，京戏盛行，丰富了泥制戏文的内

容。往后逐渐分粗、细货生产，粗货是儿童耍货，

细货是手捏戏文; 前者主要畅销农村，后者主要

销售城市。”［1］惠山泥人真正见于史料记载的，最

早是在《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中，其第二十二

卷元旦部中记武进县元旦风俗: “买泥人，鬼脸

子、搏土作人物形，工且肖，唯梁溪，虞山人多造

之……”［2］ 这段记载说明了明代就有梁溪 ( 无

锡) 人、虞山( 常熟) 人专门塑泥人，且无锡泥人

在明代已 有 一 定 的 知 名 度。明 代 文 学 家 张 岱

( 1597—1679) 在他的《陶 庵 梦 忆》卷 七“愚 公

谷”条记载:“无锡去县北五里为铭山( 锡山) ，进

桥店在左岸，店精雅，卖泉酒、水坛、花缸、宜兴

罐、风炉、盆盅、泥人等货……”［3］可见当时的泥

人已作为商品进入商铺，泥人在当地已发展到一

定的水平。惠山泥人的生产日趋专业化，涌现出

大批技艺精湛的专职艺人，王春林是其中的杰出

代表。据徐柯《清稗类钞》卷四十五《工艺录·
泥人》记载:“高宗南巡，驾至无锡惠山，山下有王

春林者，卖泥人铺也，工作精妙，技艺万端，至此

命作泥人数盘，饰以锦片、金叶之类，进御之，大

称赏，赐锦甚丰……”［4］无锡泥人制作的技艺水

平在乾隆年间已非常成熟，作品已臻完美。［5］随

着惠山泥人制作技艺的不断提高，一批泥人作坊

随之建立起来，泥人厂、泥人博物院也在惠山周

围建立起来，惠山泥人遂成为与宜兴紫砂、无锡

精徽绣齐名的当地最有特色的 3 种民间工艺品

之一。
以往对于惠山泥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泥人

的艺术特色、文化传承、产业化等方面，对于制作

工艺流程、制作工具和原材料的探索则少有涉及

或语焉不详［6］，这对于泥人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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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銮制作工具与材料

采用丝绒、绫绢、缎子、绒球、绢花、珠子、丝

线、竹片、木棒、兔皮、羊毛、铝皮、铁丝、铜丝、鸡

毛、孔雀毛、纸片、胶水等天然材料或直接材料，

装饰人物或动物的道具、须发、珠环、佩饰、旗靠、
衣服等。

二、制作惠山泥人所用的主要原材料

制作惠山泥人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惠山北

麓的黑土、广告色或丙烯等。
黑土: 制作泥人用的泥土主要是惠山北麓的

上、下河塘两畔水稻田下的黑土，这种泥土呈粽

黑色或褐色，颗粒很细，大部分小于 10 μm，有的

甚至小于 1μm，化学成分主要是硅石、氧化铝和

结晶水，该黑泥制成的坯体全身光滑，用工具在

坯体表面打磨时会越磨越亮。
广告色及丙烯: 广告色和丙烯均用于泥坯上

的彩绘。广告色绘制的色彩比较通透、均匀，易

于绘制出流畅的线条; 丙烯绘制的色彩着色比广

告色强，但是线条没有广告色流畅。
蜡: 主要是蜂蜡，作用与磁漆相同，用于泥人

彩绘后的防水。

三、惠山泥人制作工艺流程

惠山泥人工艺复杂，制作精细，其流程为准

备黑泥→制作泥坯→彩绘→喷漆→装銮。这 5
个步骤操作严谨，均采用手工完成，因而要求艺

人技艺娴熟，眼到、手到、心到。
1． 准备黑泥

( 1) 选泥: 挖取泥人厂周围的黑土，目前比

较集 中 于 小 天 鹅 电 器 厂 附 近 植 被 下 方 40 ～
100 cm之间的黑土层。

( 2) 揉泥: 黑泥从地底挖出后，用滤网过滤

杂质，然后在三伏天铺在青石板上，用榔头反复

锤打至黏软，同时用手揉透，以手推出来没有毛

面、捏上去爽手为宜，这一过程称作“熟”。在

“熟”好的泥上铺上浸了水的草垫保湿，1 年后取

出，再次锤打至黏软，用湿布包起，就可以开始制

作泥人了。揉泥的过程其实也是艺人与自然对

话的过程，泥的生熟程度对于泥坯质量的好坏以

及泥条的软硬度至关重要。所以，老艺人在收学

徒后都先从揉泥这一基本功开始传授。为了保

证泥土的柔软性，他们在工作的间歇习惯于轻轻

揉捏已经熟透的泥土。
2． 制作泥坯

制作前准备硬一点的和稍软一点的泥，在桌

面上放置小水桶、弓、笃板、格子等工具，准备一

块干布和湿布擦手，桌子和手都要保持干净，底

板拍好; 如涉及“手捏戏文”则需准备铝片、铁丝、
铜丝、竹剑等。泥坯的制作分为 5 个步骤。

( 1) 印: 在揉好的泥中掐一小块放在右手掌

心，搓成陀螺状，印时把尖处对准头模里的鼻尖，

大拇指用力按下去，将头的后脑勺添饱满。女泥

人的后脑勺应做得稍扁，留出来可以添加头饰。
印好头后先把脖子捏好，放桌子上晾一下，等稍

硬一点就可以改头角了。
( 2) 捏: 捏脚、捏 身 段、捏 手。根 据 从 下 到

上、由里到外的原则，先捏出一双脚，拍泥皮包衣

袍，用笃板拍出 3 个面，也就是老师傅常说的“三

笃板”; 然后捏出腰部，添出肚子，推出胸部; 做完

晾一下，上半身用半湿的布搭上。做手要先捏出

手掌，用剪刀剪出手指，再用拍薄的泥皮包袖子。
“从下到上”是先把基础打好，底下稳了，上面操

作起来就容易把握;“由里到外”就像人穿衣服一

样，先穿里面的，再穿外面的，不能倒过来做。
( 3) 镶: 把捏好的身段、手、头都镶接起来。

在身段肩膀处扳出点泥，把手臂装在凹槽里接口

处，添点泥，用大拇指推平，使之牢固、自然。用

格子在两肩中间戳一个洞，把头插入颈孔中，这

样整个人就分段组合完毕了。
( 4) 压: 压出衣纹。用格子在肩膀处压出衣

纹，一般压 3 下即可。
( 5) 扳: 把捏好的泥人放在手里，扳出架势

来，也叫“捏势子”，把人物的动态调整好。技艺

高超的艺人在这最后一扳中往往能把泥人的神

态、气韵给扳出来，达到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
印、捏、镶、压、扳 5 个步骤必须一气呵成，每

个步骤都需要制造者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地构思

与创作。这是泥人制作的重要阶段，无论工作室

多么嘈杂，泥人制造者唯有心静如水才能灵活自

如地进行泥坯的制作与修饰。
3． 彩绘

彩绘在手捏泥人制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

位，如果说选泥是基础、泥坯制作是核心，那么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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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则是关键。泥人最出彩的地方就在于彩绘，俗

话说“三分坯子七分彩”就是这个道理。彩绘的

好坏直接影响泥人的最后效果和视觉美感。捏

得好画不好不行，画得好捏得不好也不行，既要

捏得好又要画得好。在上彩绘前要做好一些准

备工作: 泥坯阴干后，用水砂皮纸将泥坯打磨光

滑平整，水笔在泥坯表面掸一遍，洗去浮土，用微

湿的布再全部擦一遍。若泥坯上有高起多余部

分就用小刀铲平，有裂纹的地方用木胶、稀泥、丝
棉纸补好，这样就可以上颜色了。惠山泥人传统

的上彩方法大体分 3 个步骤: 上头色，开相、打

腊; 打白底，上大色; 勾纹样。其彩绘要旨是: 先

上后下，从前到后，先主后 次，先 淡 后 浓，先 白

后黑。
( 1) 上头色，开相、打腊: 先从头开始画，头

在整个彩绘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既

是为了照顾到后面的彩绘链接，也是为了方便捏

坯子，不至于捏到画过的地方弄脏坯子。头色上

完后，用捏扁的白云笔在鼻子底下、眼角、嘴角处

轻涂，要薄而匀; 接着打气色、点嘴、点眼白，然后

用淡花青画眉毛、撕留海、点眼神。头色全部干

后，用软刷在脸上刷一次腊，也称打蜡，以增加脸

部光泽，也不容易碰脏。
( 2) 打白底，上大色: 先用白粉在泥人全身

打一遍底色，在准备上金、银、黑色、云青色的地

方不要上白粉底。上大色指画大色块，大色块画

好了整个色调就出来了。
( 3) 勾纹样: 根据需要在衣服上勾勒诸如

云、水、浪、梅、竹、芙蓉花、牡丹花、蝙蝠、蝴蝶、龙
凤等纹样。整体上力求色彩统一，在统一的前提

下保留细节，在衣服上画满纹样但让人不感觉

闷，而在复杂的纹样中又有简单的造型，详略得

当、繁中有简。勾纹样的基本功训练是从速写开

始的，而后过渡到国画工笔和书法，也就是说绘

画功夫的养成需要多种艺术积淀。
4． 喷漆

彩绘结束后，将绘制好的泥人放到木箱里面

进行通风阴干，完全干透后用喷枪加漆对泥人全

身进行喷洗，目的是保护彩绘使其不受潮湿，同

时也可使泥人的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从诸如“重上不重下，重前不重后”、“搭搭

满，细细减”、“色色爆”等彩绘口诀中，我们不难

发现彩绘技艺在泥人制作中的关键作用。一个

熟练的艺人至少需要 3 ～5 年才能学成这门技

艺，如果想有所创新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笔者在

调查时发现，年轻的艺人经常在案头上放一张彩

绘稿，便于彩绘时进行参照; 年长的艺人则完全

凭自己的感觉进行绘制。
5． 装銮

装銮是在彩绘步骤完成后采用的装饰工艺，

它主要指人物或动物的道具、须发、珠环、佩饰、
旗靠、衣服等最后完成的装帧过程。它合理运用

多种材料精巧制成，在泥人制作中起到锦上添花

的作用; 为了便于携带和包装，有的道具和饰物

做成了可拆卸的，能够反复装卸，这使得泥人体

积变小，更易于包装，这是惠山泥人区别于其他

泥人之处，具有独特的江南民间艺术风格。
( 1) 预插开腔: 在泥坯上预插铜丝、竹片之

类的东西，以便固定装饰用的物品，也为了使装

饰的物品与坯体本身完美组合。如在人物的手

中插上细铜丝就是为了让手执的道具有捆挂的

构件。
( 2) 剪削捆扎: 用剪刀和小刀剪削出饰物的

形状，用线进行捆绑缠绕，以使装饰物能够固定

在坯体上。
( 3) 适当绘画: 制作出的装饰物根据主题需

要适当涂上颜色，有的还要绘出画面。
( 4) 穿扎粘插: 按照需要的形状在预插的铜

丝上将装饰用的珠子穿扎起来，将剪出的花朵粘

贴在合适的部位上，将靠旗之类物件插入预留的

空穴中。
装銮技艺关键在于“巧”。艺人将粗如铅笔、

细如钢丝、软如棉线的物件巧妙嫁接到泥人身

上，使其不显山露水，自然天成，与泥人合而为

一，增添了泥人的观赏性( 见图 8)。这既需要艺

人胆大心细，也需要艺人把握好制作对象的整体

艺术效果。

四、结语

在文化部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编号为Ⅶ—47 的泥塑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天津泥人张、惠山泥人、凤翔

泥塑、浚县泥咕咕 4 个类别。其中，除了惠山泥

人采用陶模与捏段镶手和印段镶手外，其余 3 种

制作工艺或为完全烧制，或为全部手工制作。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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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醉打金枝( 惠山泥人)

山泥人中的“大阿福”与“手捏戏文”的绘制工艺

在同类泥人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因此对惠山泥

人制作工艺的调查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然

而，与其他众多传统民间技艺一样，惠山泥人也

面临着泥塑赖以生存的要素缺失、惠山祠堂文化

挖掘不足、市场定位混乱、泥塑推广和传播滞后

等困惑。“对于新技术，人们总是需要时间来详

知其利弊，但新技术又总是扮演着不可抗拒和阻

挡的角色。”［7］这样的技术大潮对于濒临消失的

民间手工艺术来讲，只会更加快速地导致人们淡

忘传统技艺。在努力保护民间传统技艺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 面对外来文化和技术的巨大冲击，

应改进传统技艺中落后的生产技术，并努力保护

生产环节中的精髓; 积极为民间传统技艺寻找合

适的出路，尽量做到新旧之间的完美结合; 尽量

真实客观记录下惠山泥人的生产工艺流程，为更

好地发展这项优秀的传统技艺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次调查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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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点］以惠山泥人的历史由来为起点，从泥人

制作工具、原材料和工艺流程 3 个方面对惠山泥人的

制作工艺进行了详尽描述，为泥人技艺的传承、保护

与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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