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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泥狗后继乏人，我很忧心。
●民俗收藏与文物鉴赏是一样的，也要独具慧眼。
●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宣告了农耕时代结束，民俗手工艺品也随之慢慢消失，民俗就成了文物了，之后
就会成为“古代民俗”。
●现在收藏还来得及，赶快去！哪儿落后到哪儿去，目前还可以收集大量民俗工艺。
●中国梦的核心是维护最优良的文化、道德、人伦，诚信、爱国、爱家、人与人之间的大爱，是东方文化
的精髓，没有现代文化、现代理念的国家，不可能是先进民族的国家。
●变是永远的。既要传承，又不要保守，但不要固执不变。
●我研究民俗，是全面、立体地研究。要建立开放式的博物馆，而不只是把它们当文物、古董，让孩子
们懂得历史，让他们知道哪些需要改进、创新。

“民俗往来” 背着案板前来造访的日本收藏家B
倪宝诚原来是搞绘

画的，最初只是抱着从
民俗工艺品中猎取东方
元素、改变绘画风格的
心理来学习民俗的，但
当 他 一 旦 深 入 这 座 宝
藏，便彻底被民间美术
的魅力征服了，干脆不
再画画了，义无反顾地
转向了民俗方向，并伴
随自己一生。

倪宝诚与我省著名
画家陈天然等是同时代
美术工作者。40 年前就
与倪宝诚相识的马国强
说，如果他坚持在绘画方
面发展，完全可以成为一
位卓然大家。1985 年，
倪宝诚组建河南省民间
美术学会，从此放下画
笔，扎入民间美术这口深
井，这一举动使他日后成
为中原民间美术和民间
文化研究的开拓者。

倪宝诚走上工作岗

位后，搞起了田野调查，
多数时间都在农村。他
遍访中原艺人，与艺人
交朋友，搜寻即将从人
们身边悄悄逝去的民间
美术精品，并写下了大
量研究文章，向外推介
中原民俗文化，在《人民
日报》、香港《大公报》、
台湾媒体等发表了大量
文章。他的研究引起国
内外民俗学家的注意。
倪宝诚说，他至少接待
过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人，有的是驻华使
馆的文化参赞，有的是
专家学者，也有慕名而
来的民间文化爱好者。
长年的走村串乡，深入
民间，倪宝诚与许多老
艺人建立了亲人般的感
情，家里成了他们的驻
郑联络处，大锅面条不
断。他尽力为很多为基
本生存而奔波的民间艺

人解决了不少生活上的
燃眉之急。

“1984 年，我迎来了
一位来自日本的民俗学
者、收藏家上岛亮，我陪
他到浚县、淮阳、开封搜
集民间泥玩具和木版年
画。他在刊物上看到我
写的文章，认为只有找
到‘倪宝诚’才能接触中
原民俗，就通过他的学
生打听到我家里。”

“他一进门吓我一
跳，只见他用绳子背着一
个大案板，手里还握着一
把菜刀。中国人哪有这样
的？原来在日本有这样的
民俗，意思是要留在我家
吃住下来，像在自家一
样。就等于咱们这儿走亲
戚买两块里脊肉，肥油要
多。老百姓以‘食为天’，
日本也不例外。上岛亮临
走还带了油条，说回去也
让老婆尝尝这种中国美

食。”“案板到现在还用着
呢，很好使。”倪宝诚说。

倪宝诚上世纪80年
代 末 接 待 法 国 朋 友 多
次，他们一到中国，就迷
上了开封朱仙镇木版年
画、淮阳泥泥狗，以及灵
宝、陕县一带的民间刺
绣布老虎、面花等，连连
赞叹“太捧了”！

看皮影时，有法国
情侣当众拥抱接吻，这
让当地老百姓感觉很不
舒服。考察团团长苦笑
着说，“这是我们国家的
民俗，但在这里，不尊重
你们国家的民俗了。十
分抱歉！”

法国朋友认为，开封
朱仙镇木版年画、淮阳泥
泥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
世 界 上 也 是 独 一 无 二
的。他们建议要把这些
艺人和作坊保护起来，不
要失掉它们的风格。

“民俗是根的文化。
为什么几千年过去了，我
国依然是文明古国，靠的
是什么？靠的就是老百姓
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倪宝
诚讲，文革时过春节不让
贴门神。倪宝诚当时到山
里检查工作，发现老百姓
晚上偷偷贴。大队领导
也装作没看见。老百姓

私下说，不让我贴门神，
不让我敬天、敬地、敬神、
敬父母，是办不到的。

“没有信仰和历史
的民族就等于没有根的
一棵树，没有家的一个
人。没有这棵树，中华民
族的精神就会飘零、失
落、沦丧。有了这个根，
这个大树就会‘养活’我

们子子孙孙。山民们的
做法不是背叛，恰恰是
忠诚，这是我几十年来
的经验。”

淮阳泥塑艺术家李
修身先生曾对倪宝诚说
过一句话，“老祖辈传下
来 的 泥 泥 狗 ，是 个 圣
物。”倪宝诚也的确把它
们当作圣物去崇拜，去

研究。在他眼中，它们
来自民间，源于生活，根
植于民俗记忆，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树
高千丈离不了根，倪宝
诚骨子里有着对“根”的
依恋和情怀。每当他发
现一件优秀的民间艺术
品，都会如获至宝、爱不
释手。

倪老的心愿 建立民俗博物馆，助力郑州申报创意之都

倪 先 生 虽 然 80 高
龄，但为了民俗文化的传
播与发展，他每天都没闲
着，讲课、筹备展览、研讨
会，样样都不计报酬地义
务去做。他说，事业是自
己抵抗疾病的潜能力，它
可以激活生命力，创造生
命的奇迹。

“我自认为最大的
收获是，把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前的
各类原生态民间艺术作
品，分门别类，逐年尽数
收集到手，又倍加呵护，
完 整 地 保 存 至 今 。 眼
下，中国本土文化受外
来时尚文化和商品经济
的冲击，民俗观念迅速
转化，传统的民间艺术
濒临灭绝。在高速发展
的现代化的今天，它们
的价值在于为民俗文化
的 继 承 发 展 留 下 了 学
习、借鉴的样品。”

说起来，这一屋子
的藏品是倪老的最爱，

倪老的骄傲，也是他的
心事所在。倪老谈道：

“目前有个愿望，就是想
把自己大半生的藏品找
一个好的去处，尽快完
成这个心愿。”

“几年前，我省的两
个高校、北京外国语学
院先后都表示过，要收
藏这些宝贝，我听了很
高兴，能让学生了解我
们中原的民俗文化，了
解我们民族的根文化，
太有意义了。”

“谁知一拖再拖，都
说是在申报经费，要耐
心等待。一等再等，好
多年过去了。”谈起这些
开头热后来冷的事，倪
老有些不快。

访谈中，市群艺馆
非 遗 办 主 任 赵 利 涛 介
绍，现在郑州市正准备
申 办 创 意 城 市 网 络 之
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
是 一 张 覆 盖 全 球 的 网
络，一旦申都成功等于

加 入 了 国 际 高 端 俱 乐
部，入选城市可以分享
全球文化创意经验。通
过搭建这座桥梁，可以
使郑州走出去学习到国
际上发展文化产业的先
进经验，也使更多人看
到一个与创意、文化有
关的郑州。目前我国杭
州已申报成功，成为手
工业和民间艺术之都。
赵利涛主任透露，目前
郑州市根据自身条件，
正在准备申报手工业和
民间艺术之都。而创建
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
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
要有博物馆。如果能拥
有倪老的民俗藏品，则
为郑州申都添上耀眼绚
丽的一笔。

倪老谈道，他曾被
邀参加了郑州申都这个
会议，对郑州这个创意
非常肯定。他希望在有
生之年为中原民俗文化
多做点事情。

采访中，记者得知
新乡一个企业家有意收
购倪老的所有藏品，现
正在建一个3000平方米
的展览馆。如果事实成
真，将对郑州市申都是
一 个 损 失 。 倪 老 则 表
示，“虽然新乡方面在与
我谈，但郑州申都毕竟
是政府的大事，如果郑
州需要，必定优先考虑
郑州。官方毕竟与民办
不同，我希望更多的人
看到这些东西，它们是
民俗文化中的精华，是
我们中原的根文化。”

“藏品到展厅不是
一摆了之，还有许多文
案工作要做。我不知能
活多久，也许几年，也许
三两年，我想抓紧办这
个事。现在身体能是这
个样子，也是自己想做
的事在支撑着。”倪老的
目光透着忧虑，布满沧
桑的脸上写满了知识分
子的“忧患与担当”。

倪宝诚的藏品

从小摊上淘来的牛头罐

淮阳泥泥狗

浚县已故“泥咕咕”国家级传人王兰田作品 倪宝诚在挑选“陈州布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