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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泥塑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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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凤翔泥塑始于明太祖时期。由于造型夸张简拙，乡土气息浓郁，艺术风格朴实厚重，它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民间

工艺品，凤翔县城关镇六营村便是其主要生产地[1]。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以及政府扶持、专业人士介入及民间艺

人的革新，凤翔泥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产品。  

  1、凤翔泥塑的发展概况  

  （1）凤翔泥塑的性质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变迁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它开始大量进入工艺品市场，作为旅游产品的特征也日益明显。表现

出如下的多种属性：  

  作为民间吉祥物，当地人利用它来驱魔避邪、祈望吉祥。同时热烈明快而质朴率真的凤翔泥塑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希

望。作为民间工艺品，凤翔泥塑艺术特色独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蕴含着黄土农耕文化。已成为众多美术院校、博物

馆及个人的收藏品，甚至作为礼品赠送国际友人。作为旅游产品。在邻近的西安、宝鸡两大旅游城市带动下，凤翔泥塑获

得了稳定的客源和市场，成为当地重要经济产业。  

  （2）凤翔泥塑的地位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水平和狭小市场的制约，凤翔泥塑只是一种补贴家用的手艺。由于经济效益不高，在解决温饱

问题后，很多农户已经不再恪守祖业。  

  近几年旅游业迅猛发展，凤翔泥塑也借连续入选生肖邮票的契机，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此外，泥塑艺人市场意识不

断增强，开始真正重视凤翔泥塑。其价格大幅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逐渐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  

  2、凤翔泥塑的现状  

  凤翔泥塑包括泥用具、挂件、座件、玩具、神造像等。泥塑从业者注重样式创新，不断融入现代审美取向，以适应不

同地区、消费人群的需求。目前，凤翔泥塑更加多样化、现代化，包括十二生肖、瓜果蔬菜、神话人物、卡通等形象，出

品样式多达200多种 。  

  目前，凤翔泥塑不仅作为工艺品、旅游产品行销国内，而且打开了海外市场，远销美、德等20多个国家 。而六营村8

0%的村民从事泥塑制作，年销售泥塑产品50多万件，实现收入300多万元。凤翔泥塑的生产经营初具规模，出现了将农户

纳入管理的公司，如：凤翔工艺美术品开发中心等。周边地区出现了包装品专业户，解决其包装、运输等问题，进一步带

动了当地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凤翔泥塑的发展优势  

  凤翔泥塑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如下的优势：  

  1、良好的机遇优势  

  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及人们对民间工艺品的重新关注，无疑为凤翔泥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1）迅猛发展的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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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邻近陕西省两大旅游城市——西安和宝鸡，凤翔泥塑面临的需求数量和层次都大幅提高。以2005年为例，西安市

旅游总收入178.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5.9％[4]。宝鸡市旅游综合收入28.9亿元，增长18%。迅猛发展的旅游业为凤

翔泥塑提供了稳定客源，有力地促进了它的销售。  

  （2）广泛深入的社会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凤翔泥塑的民俗、艺术和商业价值得到了重视。政府积极组织其参加国际国内的艺术展览和交流活

动；专业人士帮助民间艺人对其进行革新；各种传媒也对其进行广泛深入宣传。  

凤翔泥塑获得文化部“民间艺术一绝”殊荣，入选文化部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 [。泥塑马和泥塑羊

在02年和03年连续入选国家生肖邮票。06年“旺旺狗”又入选了国家邮政明信片。这些因素吸引了大量客商的购买，为凤

翔泥塑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  

  2、突出的产品优势  

  凤翔泥塑在其产品本身也存在一些突出的优势，具体表现如下：  

  （1）独具魅力的艺术特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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