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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包到蛋雕，对张艳来说，都手到擒来
2008年张艳申报的蛋雕、香包

被列为郑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这些手工作品深藏着一种民族文化的内涵

每件作品都是唯一的、珍贵的

民间的神韵

张艳，自幼喜爱美术，三
十多年的追求、探索，使其对
各种门派的艺术有了初步的
认识，无论是哪种艺术，对她
都有浓厚的吸引力。当她了
解到很多民间艺人的艰难与
不易时，她萌生了组建社团，
把大家集中起来的想法。经
过两年的试运行，河南省民间
艺术展演团于2007年1月正
式成立。作为河南省民间艺
术展演团团长的张艳，近年
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可谓不遗余力。

2008 年张艳申报的蛋
雕、香包被列为郑州市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张艳被授予此两个项目的
市级传承人。2009年6月13
日，在庆祝全国第四个文化遗
产日的绿城广场活动现场，省
文化厅、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授牌张艳香包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记者 苏瑜/文 张翼飞/图

祖传特色香包——
扳脚娃娃

“香包制作在我的祖辈就开始了，我姥
姥的家里就存有一些祖辈留下的香包作
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扳脚娃娃。”

“心灵手巧的妈妈为发展这项传统工艺
付出了很多，她曾在哈尔滨、绥化、三门峡等
地发展。香包工艺为我的生活增添乐趣的
同时，也是我谋生的主要手段。”

张艳将扳脚娃娃系列化，分为大中小号，
布分为红绿黄色，品种有男娃系列、女娃系
列、虎娃系列、猴娃系列等。工艺要求精细，
造型要求可爱，填充物要求用医用棉加太空
棉，必须有一个心形香包，内装驱虫辟邪的香
药，放在娃娃的心口，整体洗涤时可取出。头
部是采用传统的针法绣出眉目鼻口，头顶绣
有发际，扎有小辫。肚兜是活动的，绣有四季
花卉、福禄寿喜、传统吉祥图案等。

“我做香包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
那时，市面上的布颜色很单一，只能用做衣
服的边角料做香包，用绣花线点缀。单层
布不好成型，就用糨糊将两层布粘在一起，
有时也用纸背。剪个型，绣上花，装上香
草，带上自己缝制的香包，心里美滋滋的。
由于糨糊将布的孔隙封闭，香料气味释放
不出，加之用糨糊很麻烦，也不太卫生，不
太理想。”张艳说，多少年来她都在寻找做
香包的材料，后来发现一种做衣服的衬，只
有白色的，料很挺，透气性也好。用这种布
剪成各种形状，再彩绘各种图案，香包的风
格又变了。“传承很重要，但根据时代进行
变化才能更好更长久地传承。”

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张艳创作了
30幅有关毛泽东的剪纸作品，将它们与布料
结合制成了香包。这是一项发明，并申请了
专利。“剪纸香包”一词也被写入教科书。

“这种剪纸香包技术在多年前令我费
了一番脑子。那时就想把剪纸和香包结合
起来，我用剪纸图样刺绣出图案，做成很精
致的香包，受到市场欢迎。觉得刺绣太慢，
就用丝网印加工图案，虽然效率提高了，但
风格也变了，没有了民间味道。随之改成
用及时贴刻制的剪纸，希望能粘到布上，十
多年前我国生产的及时贴还粘不到布上，
因为胶的黏度不好。现在当然可以了，而
且还有许多品种可选。由于又有了更新的
技术，这项成果也用不上了。”

“虽然现代化生产的东西漂亮美观，但
在人们心中还是怀念那种一针一线缝制的
工艺品。渴望用机械化代替手工劳作，当
一切成为现实又觉得缺少什么，那是一种
民间的神韵，是机械不能取代的精神，手工
作品深藏着一种民族文化的内涵，每件作
品都是唯一的、珍贵的。”

爱上民间手工艺
正是对这种手工劳作的热爱，让张艳不断有

新的尝试和发现。“最初做剪纸时是‘文革’时期，
一把很笨拙的刻纸刀，那时只会用剪刀剪一些简
单的图案，多数是用刻刀、玻璃板、蜡光纸。纸很
脆，易掉色，一次只能刻一张，后来知道有剪纸的
专用工具，有更多可供选择的纸张，剪纸就得心应
手了。科技日新月异，材料多样化，连画稿都可以
用电脑取代了。人们用雕刻机可以加工出人工达
不到的精度，剪纸王国真是百花齐放。剪纸艺术
已是家喻户晓，人人都能剪两手。但要做到一枝
独秀，还要有自己的个性。”

张艳的手工艺个性是命题创作，纯手工、不画
稿完成一部作品，做到胸有成竹，一气呵成。这是
要经过多年的修炼才能达到的境界。要的是用剪
纸的语言表现作品的神和意。独创的、唯一的、有
精神内涵的纯艺术品。不是照搬的、拼凑的。张
艳的剪纸窗花就是一枝独秀，每年的窗花都供不
应求，就是因为她的独特。只要用水将要张贴的
平面擦湿即可粘上，而且不掉色。原创作品图案
大气，不雷同，不用时轻轻揭下，不留一点痕迹。
其2006年创作的剪纸作品《炎黄二帝》和《少林禅

宗大典》成为河南的旅游产品。
“儿时经常把鸡蛋做玩具，不知它的神奇。四

十多年过去了，小小蛋壳竟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
分，也是带给我快乐的源泉。”从鸡蛋到鸭蛋，小到
鹌鹑蛋，大到鸵鸟蛋，对张艳来说，都手到擒来。
从彩绘的人物、动物，到诗词书法、山水花鸟都在
寸间展现。随之，更高难的蛋艺术品就出现了。
蛋浮雕、透雕，还有人在蛋壳上切割镶嵌甚至刺
绣，还有做蛋中蛋的，高难度的艺术品增加了人们
收藏的热度。“艺术是相通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用
之于生活，只要用心观察、体会，勇于实践，就没有
办不到的事情。生活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自己
动手做些艺术品，给生活增添一些乐趣。”这时候
我突然发现张艳身后柜子上的那盆特别的装饰物
原来是开花的萝卜。

“虽然我只有一个孩子，但在我的身边有无数
的爱好者，多少年来我一直义务为企业、学校等部
门传授技能，培养了许多人才，从事布艺及加工香
包的人越来越多。希望更多的爱好者一起将民间
艺术发扬光大。我愿意付出几十年的经验积累，
义务为大家提供技术支持。”

2009年一次民俗展示会上，省里的民俗专家
从张艳的展台上用力拿起一只灵灵狗，却被“闪”
了一下，原来他误以为是泥玩具，但拿起才感觉
质地很轻、很柔软，这才发现竟然是“长相”与泥
泥狗一模一样的布玩具。于是，这只狗就被称为

“布灵狗”。
众所周知，泥泥狗是淮阳特有的民间艺术，

造型多样，历史悠久，这样的玩具怎么就成了布做
的呢？说起“布灵狗”的诞生，张艳说：“我在许多
展会上看到泥塑艺人为搬运泥泥狗作品显得很吃
力、很辛苦，在庆幸香包又轻又便于携带的时候，
我突然萌生了将泥泥狗做成香包样子的念头。”

想法一出，急性子的张艳便开始详细了解泥
泥狗的特点。张艳对郑州市群艺馆收藏的一册由
倪宝成老师编著的《淮阳泥泥狗》爱不释手，“倪老
师的书图文并茂，使我有幸看到了许多老艺人的
作品，书中有太多我要学习的东西，我从中选出几
幅富有典型特色的图片，琢磨着要将老艺人的精
神所在，用布制品表现出来。利用泥泥狗的诸多

元素在一种新的载体上和布艺的造型上嫁接。”
随后，张艳开始着手选购材料，什么布最适

合彩绘而且坚挺易成型，什么色彩更接近泥泥狗
的“五色观”，构思成熟后，通过绘图、裁剪、手工
缝制，用针线拉拽等多道工序，一只厚重的、靓丽
的布质泥泥狗终于诞生了。经过彩绘使其具备
了泥泥狗的特性，“泥模狗样”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用泥捏，已有
成熟的工艺流程，并且已经创作出辉煌。用布表
现立体形状，则要编制新的工艺方法，需要费一番
周折。”

“布灵狗融入了泥泥狗的文化元素，由泥制品
演化为布艺，成为另一种载体是创新和发展。泥塑
和布艺成本低，费工少，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表
现形式。我希望政府有关单位能从艺术设计与产
业化发展的角度对布灵狗的发展进行研究，唤起人
们对中原这一优秀传统民间瑰宝的重视，为没有泥
的泥泥狗——布灵狗做一个特案研究，做一些切
实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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