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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为刚用的河南民间弹弓造型审美初探
张昆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河南民间工艺弹弓别具一格。用单纯自由的线条刻画出弹弓的艺术中枢神经，用曲线曲
面勾勒出强大的视觉张力，用自然含蓄的造型传达设计师的刚直品格，这种“曲为刚用”的造型技

法让河南民间弹弓显现出独特的魅力。新时期河南弹弓设计以其曲与直的对立、传承与创新的碰

撞、本土与时代的结合，展现出质朴的天、地、人和谐统一的艺术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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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弓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十八般兵器之一。弹弓
制作是一项古老的技艺，现代弹弓已演变为传统文化

的一种特殊符号，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

以一种新颖的民间艺术文化造型走进人们的视野。

天下文化出中原。河南民间工艺师在弹弓制作中采

用“曲为刚用”的造型技法和表现形式，突破传统的

直线造型，以线为骨、以气取势，制作出的弹弓集力量

与美观于一体，有着刚柔并济之美，体现出河南民间

工艺师质朴的天、地、人和谐统一的艺术审美特征。

　　一、民间弹弓的造型嬗变

弹弓历史悠久。在甲骨文中，“弹”的写法是一

张弓在弦的中部有一个小囊，用以盛放弹丸，表达人

使弓上之丸弹出之意。古时弹弓参考弓的设计原理

和技术，常用弹性较强的竹、木制成，以竹为胎，外贴

牛筋、内裱牛角。后来出现了铁胎弓，形状与弓基本

一致，弓弦中央有一小兜，用以发射弹丸，握把称为

“粄”，两端悬架称为“峻”，弓臂曲处称为“渊”。似

弓非弓的早期弹弓设计（见图１），注重射杀力量，以
辅助狩猎等应用功能为主。

当代弹弓设计已突破我们通常印象中的一个木

叉加一根皮筋的概念，羊角造型、酒杯造型等各式各

样的产品不断出现，产品的材质有木材、金属、动物

骨角等。纵观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弹弓设计，风格大

同小异，其外观设计大多追求简洁，产品的生产也较

为简单，适合大批量生产并便于携带，售价较低，适

合普通大众娱乐使用。

图１　早期弹弓样式

在众多的弹弓设计中，河南的工艺师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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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为刚用，用曲线勾勒弹弓刚毅的力量，用曲面体演

绎设计师刚直的性格，创造出独特的冲突与对立之

美。河南省新乡、焦作等地区的弹弓设计较为典型，

以收藏审美为主，其造型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整体

造型坚持不用一根直线，传统的木雕技术和现实主

义风格并用，追求行云流水般的外形；钟情自然的应

物造型，尽物之美、得物之趣，注重材料自身的形式

美感；全程坚持手工制作，一件一模，无一雷同；材质

考究，细节精制。

图２所示的弹弓，其丰富的曲线将握把有机地
切割成多面体，不同曲线的对比与冲突，结合主体材

质的天然纹理和光泽，给人以多变的光感和立体感，

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味道。自然与人工、质朴

与细腻、柔美与刚毅巧妙地集合在一件作品之中，折

射出含而不露、外柔内刚的造型风格。该类制品握

感舒适、观赏价值高，常令人爱不释手，但其售价也

较为昂贵，适合收藏。

图２　河南混合材质弹弓样式

　　二、曲为刚用的技法表达

在造型上，“曲”源于师法自然的流线型设计。

笔者在对数十名河南弹弓工艺师随访和查阅其设计

样稿时发现，他们的作品均引入西方现代主义的流

线型设计，外部形态流畅平滑，充满跑车般的韵律

感，给人一种合乎自然的有机生命体的活力，从而唤

起人们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在技法上，“曲”借力于传统意象造型技法的延

续，工艺师采用传统的挫、推等手段，将传统木工雕

刻技艺的投影线、轮廓线和形迹线巧妙运用，以线为

骨、以气取势，应物造型，完全摆脱了以线为纹的装

饰附属性。创作灵感常以自然界中的水纹和木纹走

势为基础，在弹弓把手上雕刻出独一无二的造型曲

面，力求大动势的连贯流畅，体现张力。

小小的弹弓加工工艺非常复杂，单是金属抛光

就需要在铸铁、合模、定型三个阶段各进行３—５次。
造型过程中，工艺师还以简洁为要，大量使用减法原

则，将握把处通过跣、挖、磨等多种工序雕刻成符合

人机关系的造型，从不在主体上通过锲、镶、套等方

法增加装饰内容。

在材质上，“曲”表现为原汁原味，返璞归真。

工艺弹弓所采用的基材均使用材料的原始形态，不

使用半成品和成品。木料以硬度高、纹理优雅的太

行山酸枣木、赤木树根为上。在加工中，不改变树根

的基本形态，尽量打磨出木材的自然纹理，不雕刻花

纹和漆图纹样，最大程度地表现原材料的自然纹理，

成品的肤质成色以木材纹理的透视度为要，古朴大

拙、自然天成，与我国传统雕刻的“雕绘不分”有很

大差异。

　　三、天、地、人合一的审美特征

弹弓的设计与制作，作为民间艺术存在于大众

的日常生活当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如

今还具有强烈的商业特征。别具一格的河南弹弓设

计，反映出河南民间工艺师与众不同的艺术情感。

其以“曲”表“刚”的设计，折射出在市场经济浪潮的

冲击下，传统工艺文化的一种新的选择与尝试。其

产品中承载和蕴含了中原工艺师对以设计趋势为

“天”、以所在地域为“地”和以自身文化传承为

“人”的设计思考，表现出独一无二的审美特征。

１．对“天”的顺应，“曲”为外象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产品设计思想逐渐由

形式美设计转向以人为本的设计，以摆脱功能主义

思想的单一化和缺乏人情味的局限性。河南弹弓设

计工艺师也开始积极吸纳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重

视细分市场，结合本土特色整合设计，从而使河南民

间弹弓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河南弹弓在设计上，较为突出的是流线造型和

人机关系的处理。寻求实现传统工艺与时俱进的

“曲线”发展，寻找人—机—环境间的最佳匹配关

系，成为弹弓工艺师最常深思的问题。他们常常用

泥模取样，先选用身高不同的人的左右手对圆柱体

泥或面团把握，再压痕拓取，最后结合自然界中的曲

线纹样进行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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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地”的承载，“刚”为真本
“朴”原意为未经加工之原木，引申为事物之原

本状态。《老子》有“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

朴”的说法。庄子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其中“朴”与自然紧密相联，是一种纯乎自然

的状态，没有任何取巧之心在其中，具有本然自在的

特性，道出了人类最本能的状态。“朴”除含有“自

然”之意外，还有简单、朴素、质实之意，故简约和质

朴之感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体现。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历史上曾经是商业中心，具

有丰厚的商业文化底蕴；河南也是农业大省，是中国

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常为兵家必争之地。悠久的文

明和战争的磨砺，塑造出河南人性格中不加粉饰的

“大朴”精神，也造就了河南工艺师抛弃繁冗缛节、

去末求真的风格，对自然天成的“大朴”设计钟爱有

加。河南弹弓设计中的自然质朴之美，也反映了工

艺师对回归质朴、自然的平静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３．对“人”的文化传承，刚柔并济
艺术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文化是艺术的灵魂和

生命。中原传统文化浸染下的河南弹弓工艺师，身

体力行儒的中庸、道的自然和佛的宽厚。儒道佛三

种文化的交错影响，让工艺师讲气派追求艺术层次，

在弹弓造型风格上追求刚直个性，而非直白的粗犷；

追求表现力量，而非赤裸裸的武力。作品艺术表达

的矛盾性，尽显儒为技、道为核、佛为意的审美取向，

用曲线和曲面塑造虚实之境，尽释刚柔并济之道。

曲线是“文人画”风格的延续，也是传统雕刻技

法的延伸。河南弹弓工艺师大多为传统木工出身，

其中资深者多为佛像雕刻师或建筑装饰雕刻师，其

创作手法和思维高度传承民族文化的“线意志”即

在不言自喻之中。西方雕塑受建筑的制约较强，而

中国雕塑则受书画的影响较大。中国的书画常被称

作“线的艺术”，中国书画里对线造型极为讲究，传

统艺术里丰富多彩的线描方法、异彩纷呈的线条形

态和气韵生动的线条特质，堪称世界造型艺术的奇

葩。因而，线条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视觉艺术最为

重要的造型手段之一。

曲面是体现传统文化的桥梁。每一款设计实际

上都是观者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互相交融从自我

心境产生出来的美妙感受，都是一种意境传达。弹

弓设计亦不例外。为体现弹弓虚实相生的意境，工

艺师在直观造型上将弓的支架作为“虚”、握把作为

“实”，通过大量使用曲面形成虚实相应的效果。在

“虚”部与“实”部中还要虚实结合，如在握把处雕刻

产生阴阳面，做到实中有虚、虚中有实。

　　四、结语

河南弹弓之美，美在曲与直的对比之美，美在直

率与含蓄的统一之美，美在继承与发展的和谐之美。

河南弹弓，是民间工艺师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一种

坚守，是中原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兼收并蓄的一个缩

影，是中原民间艺术的一次蜕变。手工文化、手工制

作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民族风貌的表征。面对２１世
纪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发生的巨大转变，河

南弹弓以设计的个性化和本土人文化为基础做出了

大胆尝试，使传统工艺文化发散出新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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