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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跃

传统音乐是各族人民集体创作
的音乐作品，真实反映了他们的生
活情境，生动表达了他们的感情愿
望。

翁牛特牧场辽阔、沙漠苍茫、群
山耸翠、水草相连，拥有地域上天然
的广度和深度，造就了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豪放豁达的性格，也成就了
翁牛特传统音乐。

自治区级蒙古族民歌代表性传
承人金玉生长在这片土地，从8岁
起就跟着母亲学习蒙古族长调民
歌，深得长调原生态演唱技法的真
传，代表作品有《天上的风》《努恩
佳》《江木沦乌素》《金小》，还曾参与
编导舞蹈《剪羊毛》《挤奶舞》，创作
四胡曲《欢乐牧马人》、好来宝《英雄
双喜》等，至今广为流传。

多年来她立志于蒙古族长调民
歌的演唱和传承，刻苦研习蒙古族
长调演唱艺术，在普通民众中授徒
传艺，深受当地牧民欢迎。她的歌
声中，有对家乡和恋人的情思，也有
对草原母亲由衷的赞美和深深的感
恩，体现出草原宽广无垠的美好景
象和草原人民热爱故乡的真挚情
怀。

翁牛特传统音乐

□本报记者 徐跃

科尔沁长调民歌，经过数百年
的发展，形成了东部和西部两大风
格色彩区。相对而言，东部长调民
歌保留较多，一直在民间流传，包括
科尔沁右翼两旗、扎赉特旗，以及杜
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前后两旗。西
部风格色彩区主要包括科尔沁左翼
三旗，以及库伦旗。

敬畏前辈大师，珍惜经典曲目是
新一代长调歌手健康成长的必由之
路。科尔沁长调民歌在发展过程中，
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长调歌手，色拉
西、宝音图、扎拉芬、唐古德……都是
其中的佼佼者。

“非遗保护工作的中心环节，应
该是重点保护优秀歌手。优秀的歌
手都是‘歌袋子’，掌握大量曲目。
技艺高超，风格纯真，意境高远。”音
乐艺术家乌兰杰说，学习经典曲目，
要严格继承前辈大师的演唱风格，
体味隽永的审美意境，避免同质化
和随意化的现象，青年歌手们只要
注意上述几点，一定会取得长足进
步。

科尔沁草原的
金色夜莺

一把竹刀，七彩面团，灵巧地点、切、刻、划，青
城面塑自治区级传承人陈红晓在手中几经摆弄，
顷刻之间就有了一个生动的“活物”。

“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就有文字记载，在
民间也叫面花，是作为仪礼、岁时等民俗节日中馈
赠、装饰的信物或标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经营，
历史渊源流长，早已是中国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一部
分。”陈红晓说。

汉代时期，人们把面粉蒸制成一些形象，为食
用增强装饰效果。到了明代，面塑逐渐脱离食用，
演变成单纯艺术形式独立存在。一些身背工具
箱，四处奔波的面塑艺人出现在繁华闹市，以此为
生计，艺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近代，受文人艺术的影响，面塑的内容和形式
不断出新，人们不惜重金订购，或作贺礼馈赠亲
朋，或作陈设摆放自家案头。面塑从此身价大涨，
整体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表现手段和表现技巧日
臻成熟。

到了现代，面塑的形式已经多种多样，不仅有
花馍、花果馍、礼馍、馍玩具等，更有各式各样的面
人。只要掌握好技术，加入适量的颜色调和成不
同色彩的面团，经过特殊加工过后，一个个鲜活的
面馍形象就会脱颖而出。

青城面塑沿袭传统，由街头发展而来，在民间
自由地按照自身规律生存和发展，保留了最原始
的民间特色，才得以在今天以其独特、完整的形象
俏立于民间艺术之林。

“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蒙古族服饰、礼
仪、文化等元素，形象逼真的青城面塑已经成为新
型民族工艺品，具有很大的观赏性和艺术性。”陈
红晓说。

传承人陈红晓一直致力于青城面塑创作和艺
术教学工作，其面塑作品形式多样，从传统人物到
现代人物，创作了人物写实及场景、卡通、漫塑等
一系列作品。面塑作品《千手观音》在2016年民
间手工技艺展演比赛活动中，荣获一等奖。作品
《抱鱼娃》在2019年2月举办的呼和浩特市面塑大
赛中获得三等奖。在面塑技艺上，陈红晓有独特
的艺术风格，面塑代表作品有《奥运福娃》《梳妆
女》《十二生肖》《千手观音》等，作品受到不同年龄
段人们的喜爱，学生遍及区内外。如今像陈红晓
一样，热爱青城面塑的人越来越多。

青城面塑艺术以其绝美的身姿倍受世人青
睐，它所注入的时代文化积淀和创作者不断进取
的热情与才思，使其成为一种不同于其它流派的
朴素面塑艺术。

用食材制成的艺术品

青城面塑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可以食用的面塑，另一类是专用于收藏的面塑。

用于食用的面塑用澄粉、生粉等制成，而用于
收藏的面塑由精面粉、糯米粉、盐、防腐剂及香油
等制成，是在民间做面花食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并逐渐成为流行趋势。青城面塑艺人经过多
年发展，将用于收藏的面塑发挥到了极致。

“别小看凭借一团面生活的面塑艺人，有些作
品需要细心揣摩，反复研究几个小时，甚至几
天。”陈红晓说。

不同于彩塑作品成形后再着色，青城面塑的
“面人”制作过程比较复杂，是由事先已经染色的
面团组合而成，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巧妙的构思和
细腻的手法。

青城面塑的原料主要是面粉或经过加工配制
的复合软陶质材料。历经构思、和面、蒸熟、揉面、
配色、捏塑、干化、包装等过程，作品形态逼真，色
彩鲜艳。随着防腐、防裂技术的不断改进，有的作
品可以保存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青城面塑像我国其它地区面塑一样，造型种
类繁多，色彩使用虽然单一但不单调，按照造型可
分为人物造型、动物造型、植物造型和其它造型。

青城面塑有很多的手法，有揉、捏、压、搓、滚、
碾、拨、切等，将面捻开挑到工具上叫“拨”，捏圆、
压实、搓成条状，这些工序都十分易学。

陈红晓接触面塑首先研究的就是“和面”。在
她看来，“面的软硬和韧性会直接影响面塑作品的
好坏，各种原材料的配比、用量，搅拌力度的大小，
都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

经过反复试验，她终于找到了适合的配比。
从揉面开始，面要柔软适中，做到“三光”，即面光、
手光、盆光。加入蜂蜜和甘油保持面不易干裂。
面和好后要醒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拍成饼，水开后
上笼屉蒸。要把握好火候，不能太黏，也不能太
干，大约35分钟左右，保证整个面熟透。面团蒸
好后，要在短时间内定型，否则容易干裂。

经过多年研究，陈红晓手下的面塑作品造型
变化多端，颜色鲜亮有质感。《梳妆女》是陈红晓的
代表作，作品将侍女飘动的衣衫、妩媚的神情展现
得淋漓尽致。她最喜欢做的是人物，因为人物难
度大，需要很多知识储备，从人物的形态比例、人
体结构、颜色进行设计，这些都要不断学习。她常
说，多年积累的手法和知识是能够在面塑上体现
出来的。

不能吃的面塑更有“味”

翁牛特旗传统音乐代表性传承
人金玉。 （资料图）

青城面塑植根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其丰富的
想象力、精妙的造型技巧，仿佛使人置身于乡土气
息浓郁的艺术世界。

中国民间面塑艺术博大
精深，遍地开花。如山东胶
东的面塑，釆用棉线和细铁
丝作为装饰，巧妙地将塑型
技法与色彩相结合；陕西岐
山的油炸面塑，讲求“形似”，
犹如一幅完美的立体画；山
西阳城的焙面面塑，讲求“神
似”，颜色是以面的原色和糖
稀的颜色为主。在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诞生于一百多年
前的青城面塑也有着自己的
特色。

青城面塑作为自治区第
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
制作精巧、形象逼真，还注入
了特色鲜明的民族元素，在
创新中逐渐成为极具观赏价
值和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

——编者

《蒙古族情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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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件青城面塑作品，不仅有憨态可掬的小动物，
眼眉带笑的小娃娃，也有神话传说里的人物，仿佛在这
些面塑艺人的手上被赋予了灵魂，变得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

这些面塑的背后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习俗信
仰，象征着美好的祝福，承载着青城人的精神寄托。“从
前面塑的用途是仪式，如今正逐渐向收藏品、玩具方向
发展，用途发生改变，制作内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陈
红晓说。

为了让作品和时代接轨，把面塑技艺传承下去，陈
红晓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习面塑技艺、展示面塑作品、
宣传面塑艺术。

陈红晓刚开始学习面塑制作，都是比较传统的造
型，仕女武将、蔬菜水果，没有什么新意。后来经过反复
琢磨，加入了很多现实人物等抓人眼球的流行元素，受
到了市场的欢迎。受儿子影响，她也会琢磨制作一些卡
通人物，这些作品让他获得了不少赞誉。

为了掌握更多的面塑技法，陈红晓曾研究学习面塑
发源地山东菏泽穆李村面塑。穆李村的面塑艺术已经
传承了600余年，2008年以“曹州面人”之名，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菏泽穆李村的面塑作品已
经走出国门，远销海外，深受游客的喜爱。她在研究学
习后受到了很大启发，制作面塑的整体效果产生了质的
飞跃。此后她一直学习各流派面塑技艺，不断提高自己
的面塑制作水平，作品越来越传神。

陈红晓还经常参加呼和浩特市非遗中心举办的各
种社会活动，为市民现场制作展示面塑作品。此外，她
还开办了面塑传习所，已经培训过上百名爱好传统面塑
制作技艺的人才。她和徒弟们塑造的作品细腻生动、栩
栩如生。

在过去几年的大召庙会和昭君文化节上，经常能看
到陈红晓的身影，她会准备很多卡通面塑作品和孩子们
一起互动。她用灵巧的双手，把一个个活灵活现的面塑
交到了孩子们手里，为他们打开了学习面塑的大门。

如今，开办少儿面塑培训班的梦想已经实现，陈红
晓坦言将继续研究制作民族服装、摔跤手、马背上的人
物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面塑作品。她把自己对生
活的感悟注入到青城面塑的制作之中，表达了自己对这
一民俗文化的无限热爱。

陈红晓说：“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这项民
间工艺。同时，把青城面塑推向市场，让更多的人认识青
城面塑技艺。祝愿这株传统手工技艺之花越开越艳，绽
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零门槛的民间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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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面塑传承人陈红晓。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