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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翔民间工艺美术之调查与思考 

 

◎ 陕西省凤翔县文化馆    ◇ 王建平 

 

     凤翔是先秦古都，历史文化悠久。植根于当
地的工艺美术品，品类繁博，丰富多彩，特别是
彩绘泥塑和木版年画享誉世界，凤翔县也因此于
1995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
乡”。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凤翔民间工艺
美术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出现
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笔者针对这一状况进行了
一系列的状况调查。 

    一、历史与现状 

    彩绘泥塑，产于城关镇六营村，知名艺人有
胡深、胡新民等。该村生产的泥塑马、泥塑羊分
别被国家邮政总局定为2002年和2003年马年、羊
年生肖邮票主图案，在全国发行。一个县的民间
艺术品连续两次上生肖邮票，在我国邮票史上尚属首次。艺人胡新明多次出国办展、讲学，胡
深、胡新明还被国家文化部和陕西省文化厅评为“民间美术家”。现该村从事泥塑生产艺人近
300人，年销售收入200余万元。凤翔泥塑已成为当地民间工艺的知名品牌，泥塑生产业成为全
县民间工艺美术的龙头项目。 

   凤翔木版年画，是我国著名的木版年画之一，主要存在于田家庄镇南、北小里村。历史上
南、北小里村家家户户从事印刷木版年画，销售十分火暴。但近年来，受现代印刷技术冲击，
销量逐渐下降，致使从事木版印刷生产的艺人也越来越少。现知名艺人只有邰立平、邰瑜等。
邰立平曾多次出国献艺办展，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2003年被宝鸡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民间
艺术家”称号。即便如此，木版年画的规模化生产依然在当地逐步消亡。 

   刺绣剪纸，是凤翔县妇女传统的手工艺技术，几乎全县所有村的中老年妇女都会做布制刺
绣和剪纸。知名艺人有李科、曹秀英、张斌杰等。张锋等人于1985年至1987年间到东南亚、法
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和我国香港等地区献艺表演，李科于2002年11月份去法国四大城市献
艺，声名远扬。但刺绣、剪纸销售情况仍旧不佳，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品牌效应。 

   凤翔草编工艺起于北宋。乡村妇女以麦秸、马莲、青草为原料，编制的草帽、提篮、草帘
等生活工艺用品以经济、轻便、美观、实用而得到人们喜爱。目前全县有10多个村、600多户从
事草编加工，2003年实现销售收入105万元。 

   罩金漆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产品有屏风、立柜、垫屏、桌屏、方盘等。1933年，凤
翔漆器在参加于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后享誉中外。解放后，于1958年建立了凤翔县漆
器工艺美术厂，漆器工艺得到快速发展。1974年各种屏风运销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年产值



120万元，后因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于1988年停产。现还有刘保成、钱立民、张绪堂，王会
平等艺人独自生产、自我销售，年收入人均可达万元以上。 

   二、困难和问题 

  纵观凤翔民间工艺品制作发展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产品档次低。如草编制品、泥塑等还主要以生产传统产品为主，新开发研制的品种不
多。有些工艺品比较粗糙，无包装，提不上档次。 

   2．民间工艺品生产、营销难以形成规模并产生规模效益。近年来，艺人们等靠思想严
重，主要想等靠政府、靠别的艺人搞宣传、打品牌，自己的创新能力不强，且规模不大，很难
产生规模效益。 

  3．组织化程度低。我县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大多数是自然发展，自生自灭。现存的民间工
艺品制作以单家独户、分散经营为主。大部分艺人缺乏信息、盲目生产，导致生产多了卖不出
去，市场需求多了又没有批量生产。彩绘泥塑艺人胡新民及其作品经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多
次报道后，美国和加拿大客商表示出对此类项目的兴趣，并有意投资，但由于胡新民的泥塑生
产至今还是家庭作坊式，国外客商只得惋惜作罢。 

   4、投入不足。凤翔的民间工艺品制作，如彩绘泥塑、剪纸、刺绣、漆器艺草编制品等名扬
海内外，但依托优势真正发展壮大、成为增加农民收入主产业的并不多。从事民间工艺的艺人
只考虑挣几个钱、按老工艺生产制作，根本谈不上拿出人力精力搞市场调研和开发新品。相关
职能部门虽有研究，但将其作为艺术成果写在文章中的多，转化为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少。 

   三、意见和建议 

   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发展虽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从调查情况看，仍有可喜的地方——
其具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如何发展壮大这一产业，在调查与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意
见或建议： 

  1．为了促进民间艺术的发展，凤翔将尽快成立“民间工艺美术开发研究中心”。由文化部
门牵头，将全县的民间工艺门类组织起来，相互交流，形成合力，形成规模效益，建立品牌意
识，使凤翔的民间美术健康发展。同时开办一个规模较大、收藏展出作品丰富全面的“凤翔县
民间工艺美术展厅”，把展厅作为一个辐射全国的民间工艺品交流中心和旅游景点。 

   2．加强艺人队伍的管理和培养，要振兴凤翔民间艺术的关键是人才问题。对现有的艺人
队伍，文化部门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可定期举办研讨培训班，以交流技艺，解决后继乏人的问
题。 

   3．提高艺术品位，拓宽经营市场。作为政府及文化部门，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并组织
有关专家研究、探讨，提高泥塑产品艺术品位。可以以文化馆为主组团到全国各地巡回展销，
提高凤翔民间工艺美术在全国的知名度，也要大力向国外宣传，拓宽经营市场。 

   4．制定凤翔民间工艺美术保护工作规范，使民间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科学有序进行。凤翔
泥塑和木版年画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同时，木版年画保护工
程已经开始实施。有关方面要利用这一有利机遇，加强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力求通过不同层面
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凤翔民间工艺美术保护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质量。 

   5．凤翔民间美术的发展快与慢，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关键在于
行动、在于落实，比如要有一定的投入，落实发展经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民间艺术工作列
入议事日程，充分利用凤翔独特的民间艺术品类，把民间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为凤翔民间艺术
瑰玉生辉，作出我们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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