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李怡青 美编：王姿 校对：王阳

中牟播报 城事
Z07

世代奔波黄河岸 泥塑生计做传承

泥塑艺术传承人王金海

泥塑艺术已有千年
传统工艺濒临失传

王金海说，中牟的泥塑
行业是在清朝末年兴起的，
那时，王金海的曾祖父王秀
生为了生计，开始学捏泥
人。民国年间，王金海的曾
祖父王秀生和祖父都以塑神
像为主，奔波于黄河两岸。
那时在万滩、刘集、东漳一带
还有泥塑艺人。新中国成立
后，大家都是在劳动之余捏
捏泥人、动物、玩偶等。泥
塑艺术就这样经过几代人
的传承，被保留下来。

中牟泥塑主要流传区

域就在万滩、刘集、东漳和
狼成岗等乡镇。这些乡镇都
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上，北临
黄河，那里土质细腻、胶黏，
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最适合
泥塑，为传承和弘扬泥塑艺
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小时候，爷爷和父亲
经常捏一些小泥人、小泥动
物给我们玩，后来，我也学
着捏，越捏越感兴趣。”王金
海说，“我现在主要是捏一
些上世纪 60 年代农村生活
为题材的泥塑，现在生活好

了，许多人都不知道过去的
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现在
凭想象捏点自己小时候的
生活场景，让现在人了解，
也算是为过去留点记忆。”

“他就喜欢这，泥塑可
以说是他的生命。”王金海
的妻子刘卫红说，“他一看
到好的泥土，就往家里搬，
家里哪里都是泥土味，买
回来的盆盆罐罐全部都让
他拿去作泥塑了，刚开始
还很不适应，时间长了，也
就理解啦。”

泥塑是一种民间传统
艺术，从艺术效果上看，它
属于立体造型艺术，是雕塑
艺术的一个门类。

泥塑既是一种独立的
艺术形式，又是其他雕塑艺
术的基础和辅助方法。诸
如金属雕塑、水泥雕塑、石
膏雕塑、树脂雕塑等，常常
都是用完整的泥塑作品作
为制模之范。

泥塑的主要制作方法
是手工捏制，必要时，也辅

之以雕、塑等手段。泥塑所
表现的对象主要是人物、动
物、器物或大型工具等。

传统泥塑是以天然的黏
性泥土为主要原料，也可适
量添加麻丝儿、棉絮、纸浆等
纤维材料和蜂蜜等黏性粘合
材料，以防成型的泥塑干裂。

据易斯顿美术学院造
型系主任、副教授，雕塑与陶
瓷研究所副所长杨淑馨介
绍，泥塑的历史十分悠久，
据史料显示，在新郑裴李岗

文化遗址出土的泥猪、泥羊
头等，距今已有六七千年。
那些都是由原始人类捏制
的泥塑作品，也是人类早期
手工捏制的艺术品。

从泥塑艺术传承和发
展的历史来看，秦汉时期，
它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
唐宋时，泥塑艺术达到了顶
峰。到了元明清时期，宗教
题材的大型泥塑佛像继续
繁荣，小型泥塑玩偶也有所
发展。

泥塑有三大特征：一是
创作题材广泛。不但可反映
现实生活的人、事、物，可复
塑文艺作品中人物、角色；现
代流行的卡通形象、网络游
戏，也纳入创作的范畴。二
是技术全面。泥塑艺人还要
有雕刻技艺和美术绘画、色

彩搭配等综合知识。三
是表现手法灵活。

王金海的弟子、泥
塑艺术传承人王枫
说：“我跟王老师学
习泥塑好几年了，它
的艺术价值很高，我

有信心把它传承
下去。”

泥塑作品能
展现各个时代的
社会形态、人文关

怀、民俗民风等，具有重要
的历史研究价值、民俗研究
价值和社会价值；其构思巧
妙、灵活，造型逼真、艺术，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
术价值；由于泥塑作品都是
手工制作，皆为孤品，难以
仿造、复制，所以具有较高
的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

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培
训中心负责人张体超说，泥
塑作品体现了浓厚的乡土
气息、和谐美满的家庭生
活，充分体现了艺术来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本
质。以写实手法表现的严
谨、细致、生动、形象，给人
以亲和感。

“通过看王金海老师的
作品，能够感觉到王老师他

非常勤奋，善于在生活中发
现美，而把这种美的形式转
化为艺术作品。”杨淑馨说。

泥塑制作一般有四个
流程：一是构思，即选材立
意，确定所塑内容；二是备
料，即对所选泥土进行过滤
后，再加水，反复揉搓；三是
捏塑，即先捏出整体形状，
然后再细致刻画、修补；四
是晾烧，即自然晾干后，入
窑烧制。

若是大中型作品，还要
先制图、建造骨架，然后再
塑形。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
现代多数年轻人对传承泥
塑艺术缺乏兴趣和热情，泥
塑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因此亟须加以保护和弘扬。

“谢谢，感谢法院，感谢法院执行
局的同志们。”12 月 11 日，中牟县法
院召开“化解各类涉农纠纷 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新闻发布会，现场发放执行
款 30 余万元。家住中牟县黄店镇的
王改穗双手接到执行干警孟谦才递过
来的 22 万元执行款，顿时两眼泪水，
不停地感谢。

中牟县法院政治处副主任王宪玲
介绍说，按照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总
要求，认真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着力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化解各类涉农纠纷，切实
解决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全
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中牟县建
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中牟播报 岳星朵 通讯员 袁亦瑾

凌晨 3 点，手术室接到产科病房
通知，有一名疤痕子宫的贫血病人，宫
缩明显，由于距上次剖宫产间隔时间
才一年，情况紧急，必须立即手术。

刺耳的门铃声划过寂静的夜空。
打开门，随之而来的是病人声声呼痛
以及家人声声催促，值班医护人员一
边安抚病人，将病人推往手术间作准
备，一边有麻醉医师安抚家属，并为家
属讲解麻醉中的风险，分工明确，有条
不紊。

凌晨 3 点 25 分，手术正式开始，3
点30分孩子顺利娩出，由于该病人贫
血严重，为防止失血过多，立即将早已
备好的血液迅速输入体内，还特意加
输一路液体扩容，但是这名病人距离
上次做剖宫产时间间隔短，子宫恢复
欠佳，如今子宫不收缩，出血不止，心
率增快，血压下降，病人开始烦躁不
安，心慌胸闷。当机立断，麻醉医师为
其更改麻醉方式为全身麻醉。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血浆、液体
不断从两路管道进入病人体内，情况
终于得到了控制，为了防止病情反复，
缝合前观察了至少半小时，确定没有
再出血才开始逐层缝合伤口，手术结
束之后，大家还是不放心，又观察了许
久，最后确认病人暂时不会有什么变
化，才将她转到 ICU病房继续观察，送
完病人回来，看看表，竟然已经 8 点
了，深深的疲倦立即席卷上来，可是一
想到可以挽救一条生命，挽救一个家
庭，再苦再累也值得。

12月12日，记者来到中
牟县官渡大街与建设路
交叉口泥塑艺术传承人
王金海的家中，王金海正
在专心致志创作泥塑作
品《远去的年代》，一尊尊
神情逼真的泥塑作品呈
现在记者眼前，创作者精
湛的技艺令记者赞叹不
已，更为泥塑这一传统艺
术而肃然起敬。
王金海今年46岁，中牟
县万滩镇十里店村人，在
父辈影响下与泥塑结下
了不解之缘。小时候，经
常是找一些泥土自己捏
泥人，家里的锅、盆成为
了王金海创作的天地。
19岁时就已经将泥塑捏
的有模有样，当年曾参与
愚公移山遗址的玉皇大
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
灵宝道君、四大天王等巨
幅塑像的主创；亚武山道
观，玄武大帝巨幅塑像的
主创。1992年开始正式
个人独立创作，朱仙镇的
岳飞庙，创作完成岳母刺
字、岳飞、岳云、岳霖、岳
震、岳霆等十八尊巨幅塑
像；1996年8月，中牟县
潘安故里游乐园，创作了
高达 5米，潘安大型塑
像；1999年受聘于中国
瓷都神垕，连续七年创作
完成古仪铜镜模板雕刻、
800余涛钧瓷泥塑造型，
模具500余套。其作品
主要以上世纪60年代乡
村生活为题材，形成自己
独特的创作功底与艺术
风格。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岳星朵
通讯员 王彦法
郭丽芳 文/图

中牟法院
集中发放30万元执行款

手术5小时 生死一线间
□中牟县人民医院手术室 孙萌晗

特立独行唐与宋 泥塑语言逾千年

泥塑艺术濒失传 亟须保护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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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在中牟县姚家乡西春
岗村春峰草莓种植基地里，中牟县供
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对基地专
用变压器及线路进行检测维护，协助
果农为草莓上市做足电力保障准备。
2015 年，中牟县春峰草莓种植基地已
发展到1800多亩，是该县最大的草莓
种植基地之一，年产值达 5400 万元。
截止目前，该公司出动人员 50 余人
次，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 13 处，开展
用电安全知识讲课 3 次，坚定了果农
扩大生产的决心和增收增效的信心，
得到政府和社会一致好评。
中牟播报 郭倩楠 通讯员 赵妍

中牟县电力公司
倾情服务助草莓种植户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