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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周刊

说起泥塑，很多人就会想到天津的“泥人张”
咱们郑州也有个“泥人赵”他叫赵恩民

老郑州的生活在他手下栩栩如生
他的心愿是打造一座民俗文化产业园 让世界了解郑州

泥塑，是我国一种古老常
见的民间艺术，它用黏土做原
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泥塑在
不同地区流传，形成了不同的
风格。在各地种类的泥塑中，
无论是泥塑本身还是表现主
题，赵恩民的泥塑都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他“塑空”
的独特性更是独树一帜，区别
于其他所有泥塑。

中原“泥人赵”的名号是21
世纪才被叫响的。作为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技艺类项
目，多年来，赵恩民泥塑艺术研
究院一直默默无闻地进行着泥
塑技术的研究与传承。红石聚
堆，石缝夹泥，当地人称为籽
泥，是海内外追捧的黄河泥塑
原生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赵恩民用艺术的双手诠释泥
土，把无彩无饰的黄河泥土注
入文化灵性，作品栩栩如生，惟
妙惟肖，喜怒哀乐，情趣盎然。

从孩提时的玩耍，到学生
时代，到工厂做工，直到后来名
气大增，不管生活是艰难，还是
富足，赵恩民对泥塑异常执
著。如今，泥塑作品已经受到
国际认可的他，收到多个国家
和城市伸出的“橄榄枝”，而他
选择继续留在郑州。“我不能离
开滋养我的中原热土。”目前，
赵恩民正在着手打造一座民俗
文化产业园，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为河南的手工艺人做些
实事，更希望能把中原文化传
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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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恩民出生在郑州市管城区东关一个
普通的市民家庭，尽管家人期望他能有远
大的志向和理想，但他从小最喜欢的仍然
是捏泥人。他用泥巴捏的小鸡、小狗、飞
机、坦克等小东西，活灵活现，招惹得满大
街的小孩子都撵着向他要。9岁时，看过阿
尔巴尼亚影片《第八个士兵铜像》后，他回
家信手就捏出来与影片里铜像极相似的泥
人，头戴战斗帽，深眼睛、高鼻子，神情英武
的红军战士栩栩如生，街坊邻居人见人夸，
赵恩民那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满足，
自然也更加喜欢捏泥人了。

赵恩民对艺术很有天赋，小学里所有的
功课中美术成绩总是最好的，进厂做了工人
后，赵恩民捏泥人的兴趣丝毫没减，电视上
一度掀起《射雕英雄传》热潮时，他捏的郭

靖、黄蓉什么的，
厂里的同事总是
抢着要。

1985 年，他
参加中国工艺美
术高级研修班进
修，系统学习了
艺术欣赏、创作理论和设计理念，对民间文
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为了拓展自己的艺术
空间，2002年 5月，赵恩民加入河南省民间
艺术家协会。同年10月，赵恩民带着自己的
泥塑作品参加了在开封市举办的首届河南
民间艺术展，引起不小的轰动。2003年，赵
恩民的一组由5个顽皮孩子组成的作品《童
趣》获得了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铜奖，与此
同时，“泥人赵”的名字也逐渐开始叫响。

赵恩民的祖爷爷曾经是捏泥人的艺
人。爷爷也会两下子，每当和他玩耍时，爷
爷随手就能把泥巴捏成了小猴子、小狗，于
是，普通的泥巴便在赵恩民的眼里成了神
奇之物，也许从那时起，泥塑就注定要成为
他一生的挚爱。

“泥人有灵魂，捏泥人更有讲究，没有
合适的泥土，天工巧匠也很难出精品。”长

大后，他想起爷爷说过有一种泥，
颜色暗红，弹性好，有光泽。于
是，他常常穿梭在田间地头，往来
于黄河岸边，为“泥”所思，为“泥”
犯愁。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2001
年的冬天，他循着梦中的感觉，携
带镐、锹和编织袋，辗转荥阳市和

巩义市农村。村民介绍说：红石山又
叫凤凰山，满山红石头，宛如红宝石熠
熠闪光，红石缝中的泥土含有红石渣，
当地人称为“籽泥”。

他顶着寒风，攀上红石山。敲开
石缝，红泥土呈现在眼前，在几百平方
米的板块上，仅有一处红泥土可以使
用，优质红泥土面积不足5平方米。

红石山的红泥土，成就了赵恩民。在继承
传统泥塑技艺的基础上，他创新塑空绝技，把泥
拍成一个饼状卷起来，接口天衣无缝，这项独门
绝技申请了国家专利。

除了“塑空”绝技，赵恩民捏的泥人是活动
的，泥人的头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360度转动，
不同的方向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在展览室采访
时，我们恰巧站在作品《开火车》面前，以开火车
为主题的作品《那年那月》曾在 2008第九届中

国美术大师展上获“天工艺苑 百
花杯”金奖。

赵恩民最擅长捏旧时日常百
姓、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和城乡儿
童玩耍的情景，譬如“推铁环”这
样的娱乐方式，现在三四十岁的
中年人在童年时代可以说都玩
过；再如“打烧饼”“猜酒”这样的
生活场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更

是随处可见。这种艺术思维和艺术技巧的综合
表现，使生活更加艺术化、情趣化。为了使自己
的作品更有情调，造型更准确，他曾苦练绘画技
法，从临摹、画石膏静物到写生，同时还非常注
意对生活的观察，艰苦的基本功训练为他今天
的随心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题材
都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和那些通常不被人注意
的生活场景，账房先生的谨慎，打烧饼的小贩
那辛劳中透出的喜悦，棋迷们的专注……这种
熟悉的生活侧面一旦被赵恩民用一种立体的
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便让人耳目一新，随之勾起
对已逝生活的回忆。

谈及自己的创作，赵恩民说他计划创作老郑
州系列泥塑，分生活篇、玩耍篇、建筑篇等，规模
巨大，将全方位地反映出老郑州的风貌，做成后
相当于立体的“清明上河园”。其实，这个想法，
早些年他就已经开始尝试了。大型作品《百童百
戏》的成功完成，让他对实施这个想法更有信心。

通过泥塑让世界了解郑州
作为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赵恩民的作品大多反

映了老郑州的生活，抬水的邻里、嬉戏的孩子、吃饭
的老者……一个个憨态可掬、朴实无华，却又能打动
每个人的心灵。作为管城区政协委员，赵恩民也格
外关注和老郑州有关的一切。近年来，“文化管城”
越叫越响，大到商都遗址，小到书院街，背后都有历
史、都有故事，可是如何把他们形象生动地呈现到世
人的面前，如何实现文化产业化，如何深度地进行文
化与旅游的结合？建一座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产业

园！赵恩民的想法得到了区
领导的支持，产业园得以选址
在交通便利的南三环与中州大
道西南角处的黄金地段，占地
10亩。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最
后审批程序。“艺术失去社会
价值和经济价值，就不能形成
产业，难以传承下来。打造国
际文化交流、交易平台，让河
南的民间文化走向世界，把世
界热爱民俗文化的人的目光
吸引到河南。”

中原出了个“泥人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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