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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鱼化寨娃娃哨的技艺及造型特征 

西安美术学院  臧卫军 

            陕西西安是古代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凝聚了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瑰丽的风采。仰韶文化
至周秦汉唐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深深地影响着当地人的思想，也影响着劳动人民创造
的民族民间艺术的存在形式。 
   鱼化寨位于西安市西郊，是一个有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古村寨，这里曾是新石器时代原始人
生活的地方，出土的陶器彩绘异常精美。秦时，这里是皇家园林“上林苑”的组成部分；汉武
帝时，为了讨伐昆明国，在此“建有昆明池模拟昆明国境内的滇池，用来操练水军”……历经
十几个朝代的沧桑变迁，这个村寨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鱼化寨“娃娃哨”被传承了下
来。 

历史渊源 

   “娃娃哨”因吹起时呜呜作响，故也称“泥叫叫”，在民间统称“耍活”。娃娃哨是一种
模印捏制成形、经低温焙烧而成，兼有声响的儿童泥玩具。相传，在清末鱼化寨东围墙村外的
“娘娘庙”里住着两位从外地流落至此的老汉，以做娃娃哨为生。因其乐善好施，村上小孩都
有娃娃哨玩耍吹唱。他们的举动启发了鱼化寨人的灵性，后来村民们相继投入娃娃哨的生产，
也因此，东围墙村后来被誉为“娃娃哨村”。在过去，每逢农闲时节，村子里家家户户取土做
娃娃哨，送到古城西安城隍庙、八仙庵等地，由挑担小贩穿街走巷叫卖，十分畅销。泥叫叫亦
成为当时孩童们心中不可多得的玩具。 

制作工艺 

   鱼化寨泥叫叫造型粗犷、质朴，关键在于它的审美意味和造型材料浑然一体。它的产生与
自然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一切唾手可得的泥质材料都能成为娃娃哨生产的原料。 
  制泥工艺  选择好泥土后，再将土碾碎，用细网过滤，添加适当比例的水和一定量的棉
絮，以增强其韧性，然后反复捶打、压揉成为初级泥料。 
   制模工艺  制作泥叫叫的模具被当地艺人统称为“按子”。艺人先要创作出便于脱模的泥
人的形态，待满意后，将阳模翻制成泥质阴模，烧制成一种能反复使用的模具。 
   制哨工艺  准备好模具、透哨、定腔、纵腔竹签以及柔软而有韧性的泥料。首先将圆条状
泥料入模，使泥料与模具空腔充分接触；将定腔竹棍放至泥胎中部，用泥包裹，形成泥哨的共
鸣腔；在共鸣腔上部开出气孔；泥胎与模具分离后，用楔形竹签在固定位置透出哨子的进气
孔，这样一个泥哨坯就形成了。 
   焙烧工艺  先在土炕的炕洞里铺一层麦糠，然后摆放一层哨坯，反反复复放几层，将麦秸



杆儿点燃，经过12个小时焙烧完成。制泥哨多在冬季，所以艺人常常使用炕洞焙烧法，既解决
了冬季取暖，又可烧制泥叫叫，既经济又实惠，可谓一举两得。 
   绘制工艺  先施浅色，后施深色。先画皮肤的颜色，再画衣服纹饰，接着画出眼睛、眉
毛、胡子等较重的颜色。绘制完成后，艺人还需给泥哨再罩一层透明的桐油，以提高泥哨的光
泽度。在施色时，艺人根据大众的欣赏习惯来彩绘，泥人的正面往往很精致，背面则相对粗犷
简略。同时，艺人常把色彩的重点放在泥人的头部和前胸，而下部则相对简洁，从而形成了
“重前轻后，重上简下”的绘制特点。 

造型特征 

    西安鱼化寨泥叫叫的造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所具有的造型特征、审美体系等淳
厚、质朴、粗犷的艺术语言均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写意性  从总体上讲，鱼化寨娃娃哨造型是偏于写意的。它基本上是非写实的，并不追求
与生活现实的形貌酷似，而是力图创造实现艺术升华的形象，从而使内在的情感意趣得到充分
的表现。鱼化寨民间艺术以其意象性特征创作出了丰富多彩、深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
式。它的造型艺术源自民众实用与精神层面的不同需求，完全是民众自己创造的艺术品，表现
出质朴、稚拙的意象之美。 
    整体性  在捏塑手法上，鱼化寨娃娃哨注重整体态势，舍去次要部位的细致刻画，塑出泥
哨浑朴、质朴、独特的风格。虽然其造型“小”，但主观存在着“大”气势，它们以小见大的
气势与汉唐艺术的意象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 
  程式性  鱼化寨娃娃哨造型具有程式化特征。程式是指某种相对固定的样式。泥叫叫造型
源于生动的社会生活，然而通过近百年民间艺人实践的筛选，一些最具艺术表现力、最能体现
民间艺术审美创造规律的、最受孩童喜爱的造型便逐渐固定下来，为一代一代的鱼化寨民间艺
人反复采用、反复完善，形成了程式化的造型。泥叫叫造型的程式化特点是一种约定俗成，有
赖于民间艺人和消费群体之间达成的默契。鱼化寨泥叫叫的造型表达什么意思，都是艺人在创
作时事先规定好的，世世代代按照这个规定创作。这种思维方式使个体无条件地服从于群体，
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和群体的共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头脑中都有着共
同的集体表象，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思维，形成了特定的观念外化形态。当艺人在进行创作时，
头脑中首先反映的是集体表象的积累，因而他们创造的艺术形象具有相似的特征，表现出程式
化的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流传下来。  
  固定性  在鱼化寨泥叫叫的造型中，通常以固定的形式表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的人物
形象，如《状元祭塔》《桃园结义》《五典坡》《铡美案》以及孙悟空、猪八戒、关羽等形
象，在当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形成了集体
意识的稳定形象，留在了艺人和民众的心中。 
   实用性  鱼化寨娃娃哨造型具有实用型特征。它的形成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其造
型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实用价值、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三方面的制约。从商品的功能来看，
实用价值对造型的制约表现尤为突出。鱼化寨娃娃哨作为儿童玩具的一类，艺人在泥玩的塑造
上，要围绕着儿童心理特点和商品功能来进行玩具设计制作。玩具是儿童手中玩耍之物，必须
给人一种触觉与心理的快感，因此，玩具造型体现出圆润饱满、手感细腻光滑的特点。由于不
易破碎的使用因素，鱼化寨泥叫叫的造型均体现出团块状、圆浑稳实的特征。艺人塑造玩具
时，总要把泥玩具的余泥去除干净，为的是不伤害儿童细嫩的皮肤。为了达到赏心悦目的效
果，艺人们往往在制形、绘形时抓住客观对象的主要特征，省去细枝末节，使泥玩的特征更为
突出。艺人在塑造“十二生肖”时，主要突出头部造型，尾巴常常被省略，四只脚也只留下短
短的脚趾，反而更加显现出动物可爱活泼的样子。鱼化寨艺人在塑造泥玩时，从儿童的心理特
点和使用特点出发，表现出泥玩实用性的特征。 

结 语 

    鱼化寨泥叫叫从技艺、造型等方面显露出鲜明、典型的地域文化特色。作为一种民间文化
载体，它在西安地区非常流行，展现了陕西民间美术的粗犷、质朴的审美追求；作为陕西民间



美术的品类，它是一种本土文化的表现，和众多民间美术一起成为民族文化历史的见证，同时
在实用之外又具有艺术、历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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