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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的建設規劃如火如荼，而在河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雷建紅眼
中，無歷史文脈，無雄安未來。一座城，
要立得住，關鍵是傳承好自己的文脈。雄
安建設「考古先行」，是對歷史文化有敬
畏之心，呵護千年文脈的展現。而這「考
古先行」的重大課題之一，是進一步發掘
和印證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
的燕文化的源流。五年來，自南陽遺址開
啟的雄安考古，給出了怎樣的答案？雷建
紅近日就此接受專訪，解讀雄安文化譜系
及文脈源流。

「慷慨悲歌」為燕文化獨特標誌
關於雄安考古工作與燕文化的關聯，雷
建紅表示，燕文化在中華文明體系中佔有
重要地位，也是河北歷史文化的精髓。
「燕文化有一個孕育、發展、延續的過
程，河北的燕文化，在整個燕文化中處於
成熟和輝煌時期，其『慷慨悲歌』成為燕
文化的獨特標誌和燕地風貌的集中概括，
正道直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結
晶。」他續說：「雄安新區東周到漢魏時
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基本是燕文化因
素，以南陽遺址為代表。南陽遺址及其周

邊區域主體文化內涵是東周時期燕文化以
及漢魏時期後燕文化。經過考古調查，已
發現以南陽遺址、晾馬台遺址為核心的
『大南陽』遺址聚落群，其面積龐大，近
18平方公里。遺址、墓地數量達13處，文
化遺存年代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宋金
時期，文化發展延續近三千年，考古學文
化發展連續，傳承脈絡軌跡清晰。『大南
陽』區域作為一個重要標尺性考古基準
點，是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
部分和縮影，也是新區發展建設的重要文
化資源。」
以雄安新區建設為契機，包括雷建紅在

內的考古工作者正致力於對以南陽遺址為
中心的大清河以東區域、大馬各莊墓地周
邊太行山東麓山前地帶、南陵城遺址附近
古黃河兩岸區域展開考古調查、勘探和發
掘，旨在對兩周燕文化、先燕（郾）文
化、後燕（燕地）文化展開深入系統研
究，同時融入京津冀一體化區域考古，試
圖廓清燕文化孕育、發展、成熟、輝煌和
衰落的歷史發展進程。

經濟建設與考古科研協調發展
建設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傳承是

發展的基礎。雷建紅表示，做好雄安新區
的文物保護與利用工作，使其最大限度地
融入雄安新區社會經濟發展，做到在保護

中發展、發展中保護，既是守住雄安新區
千年歷史記憶，更為新區經濟建設提供文
化滋養。「尋根文脈，考古調查，是一項
極其艱巨、繁瑣的工程。作為一種文化符
號和記憶載體，雄安新區的文物數量多、
地下埋藏深且年代跨度大。為切實做好文
物保護工作，為新區科學規劃和穩步建設
提供考古依據，先期啟動了全域考古調
查，摸清家底。同時，大力推進考古前置
工作，從根本上解決雄安新區建設與考古
工作之間的矛盾，推動經濟建設與文物保
護和考古科研的協調發展。」他說。

他稱，雄安新區考古工作，需踐行創新
理念，提升科技含量，推行數字化考古，
「一是建立考古綜合業務管理平台，實行
考古工作規範化、科學化管理，初步形成
考古資源數據庫，便於查詢、管理、學術
研究，實現研究共享。 二是利用機載激
光、攝影測量等遙感測繪技術，開展雄安
新區古地理環境、燕南長城、起步區200
平方公里地面文物遺存調查等。三是考古
現場全面採用數字化技術和設備，一方面
提高了考古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提升了考
古工作科學化水平。」◆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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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建紅在文物陳列室內整理出土文
物。

◆雷建紅表示，燕文化在中華文明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也是河北歷史文化的精髓。

◆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文物
陳列室內，雷建紅（左）查看西河墓地
出土的戰國時期青銅劍。



聆
聽 為老手藝注入新血液

◆趙恩民指導學生創作。
◆《吉祥圖系列二》

位於鄭州首個非遺文創街區——平等街的
紅泥堂展廳，桌子上、展架上擺放着大

大小小、神態各異的泥塑作品，有抓小雞的、
有放鞭炮的、有滾鐵環的、有「開火車」的、
有「鬥雞」的……中原地區民眾生活的場景展
現於眼前，置身其中，被滿滿的童趣包圍。泥
塑在趙恩民的手裏有了血肉、靈魂，還有那歷
經歲月而抹不去的鄉愁。「過去祖輩就是在黃
河岸邊，從事泥塑創作，以這些東西為生。上
世紀三十年代，家裏人逃荒，就沒有人在專業
從事製作。」趙恩民說，在鄭州要找一個知名
的師傅比較困難，從事泥塑創作全靠自己摸
索，自學成才。

專注二十年 興趣成職業
小時候，趙恩民常拿起身邊的泥土捏製玩

耍，沒想到就是這樣的接觸，讓他的人生再也
離不開泥土。在身邊人開始接觸其他新生事物
時，趙恩民捏出了造型乖巧的各種小動物，再
後來就成為了同事工友爭相討要的家庭擺件，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有人找上門要求定製
作品。
執念的產生，往往是一種無法言表的愛意。
對於泥塑的思考，趙恩民從來沒有懈怠，20年
的堅持，讓他靠自學成功把興趣變成職業。
1986年，他成立「紅泥堂」泥塑工作室，專業
從事泥塑創作。
從自學入門，趙恩民的泥塑人生，從不缺乏
對知識的求索和創新，繪畫、美工、雕塑，甚
至需要數學、地質學，很難想像一個僅僅憑藉
興趣入行，靠自學成才的民間藝人，如何在作
品中展現出如此多的專業知識和修養，沉迷於
泥塑不能自拔，趙恩民把自己對於黃河文化的
熱愛轉化成為作品。
在以後的時間裏，作品塑造的空間一直縈繞
在他的腦中，梳理好創作思路，用三年時間遍
尋各地，終於找到集韌性與骨架完美結合的泥
土材料——紅膠泥。「這個泥越揉它的韌勁就
越好，揉揉搓搓裏面的空氣，摔摔打打它的密
度越緊。」趙恩民說，紅膠泥色澤紅潤、有黏
性、有光澤、抗裂性好，經泡、醒、揉等程
序，用自製的塑形木刀進行人物塑形，後經晾
曬燒製而成的作品，無彩無飾原生態更顯泥土
本色。

「塑空」絕技打破行業壁壘
跟同樣以泥土為材料的手工藝人相比，趙恩

民對原材料的選擇更加苛刻，從最初使用黏土
捏製到黃河沉泥，再到紅膠泥，看似簡單的材
料變化，卻最能體現趙恩民作為傳統手藝人耐
守寂寞，刻苦鑽研，創新求精的匠人精神。
隨着泥塑技藝不斷趨於爐火純青，一些問題
也在趙恩民的心頭湧現出來：中國傳統泥塑為
何「高不過尺」？「塑空」技法為何「秦漢以
後逐步消亡」？兵馬俑和小漢俑都是怎麼做成
中空的？趙恩民泥塑傳承宋代捏塑藝術手法，
專注於傳統泥塑藝術的研究與開發，通過不斷
的創新實驗，在傳統技法上創新發展了「塑
空」絕技，作品較傳統的泥塑減重約75%。這
種泥塑作品成功打破了業內高不過尺的行業壁
壘。
在「塑空」絕技基礎上，趙恩民改變傳統泥
塑一旦成型不能改變的特點，讓頭手能靈活轉
動和互換。「不同於很多頭身一體的泥塑，我
捏泥塑，頭部不僅可以靈活轉動，四肢也
可以變換角度，甚至更換新的身體。」趙
恩民說，「這就是中國泥塑『塑空』絕
技。」
誕於「泥人趙」之手的泥塑大氣渾然、

生機蓬勃，自成一派。他善於將傳統的繪
畫樣式、服飾、頭飾、社會活動等融入作
品當中，泥人的肢體語言豐富多變而具有
感染力。作品中人物外表粗獷，形態逼
真，憨態可掬，其一招一式、一顰一笑，
從不同位置、角度，都可以告訴你一段不
同的生活趣事，給人以無限的遐想和回
憶。

以中原百姓生活場景為藍本
他的泥塑作品以黃河岸邊中原地區百

姓生活場景為藍本，重現了黃河岸邊中
原地區的百姓生活，讓民間生活的精彩
瞬間定格。「這些都是他的童年回憶，
那時候小孩子們不像現今小孩般有很多
的玩具，但可以自創很多有趣的玩
意。」趙恩民說，現代人多有不易，他
想把那種特別甜美的、看完之後心情舒暢
的場景記錄下來，讓大家能看到、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
如今，趙恩民

依然致力於作品的傳承
和創新，常在當代生活圖景裏
加入許多傳統元素，並尤其喜歡塑造難度最大
的兒童形象。他製作時只打腹稿而杜絕圖紙，
單靠雙手和一把竹刀，就能將一個頭紮「歪
毛」、笑帶狡黠、領着妹妹逛廟會的小男孩呈
於眼前。趙恩民說，他現在最想做的，是把生
活揉進泥塑，把中原大地老一代人的生活記錄
下來，給今天和未來的人留下一些文化記憶。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趙恩民看到眾多醫

護人員衝在一線，便用泥塑創作三組作品，將
一線人員消殺防疫、核酸檢測等場景定格。他
說：「咱要不把這些感人的場景記錄下來，給
年輕人講講，以後都想不起來了，就像颳過一
陣風一樣。」
取土、存放、泡製，需要一整年的時間等
待；題材、構思、創作，受泥土屬性的限
制，這三者之間一旦開始就必須有最終的
結果，用時間成長，用瞬間創作，趙恩民
的泥塑作品恰似美食的烹飪，這提煉紅膠
泥韌性與骨架的最佳手法，也是趙恩民用
上半生的時間，學習、沉澱，「做我們這
一行，過去叫手藝人，也是民間藝人，藝
人就要以藝為先，不斷地繼承、學習、創
新，手藝人的堅守必須是耐得住寂
寞、耐得住誘惑、耐得住性格。」
玩了大半輩子泥巴的趙恩民，

用堅持和創新譜寫自己的「泥塑
人生」，而創新得出的真正藝術。
「祖國的富強、人民的安康、社
會的和諧，都是我要記錄的內
容。」他將不斷地用手中的紅泥

記錄下去、傳遞下去，他
手中的火把還要傳給盡
可能多的人。這是他
的社會責任，也是

他一生的事
業。

對泥塑的執迷，讓
趙恩民對於自學成才

的痛苦有着更深的理解。為讓喜
愛傳統手工的人能接觸、能方便
學習到泥塑這門技藝，趙恩民自
2006年至2016年自籌資金為千餘
名殘疾人提供泥塑技能培訓，近
年也開展了一系列泥塑文化進校
園、進社區等活動，積極宣傳泥
塑文化，並與高校合作招收應屆
畢業生培養非遺傳承人。
「我現在的學生，基本都是本

科以上學歷。老手藝需要注入新
鮮血液，我也需要跟着時代奔
跑。」趙恩民和年輕人打成一
片，心態也變得越來越開放，創
作一些動漫人物形象的泥塑，還
有一些手辦產品。如今，他經常
做直播，在鏡頭前教大家捏泥

人，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與傳統
文化結緣，「沒想到這麼受歡
迎，最高時候觀看人數達到七八
十萬人。」
一捧紅泥從開採出來到可以使

用，要經歷選泥、過篩、沉澱去
水、壓實滲水、揉搓摔打、裝袋
醒泥、製作前再次揉搓去濕的全
過程，需用上三年左右的時間才
能製出一塊性質俱佳的好泥；再
經過雙手的推拉按接與一支竹刀
的壓刮拉挑，泥塑在反覆修改後
定型；之後還要在陰涼處晾置，
並嚴格避免水分過度蒸發；最後
是將泥塑在窯爐中燒製，預燒半
天後逐步升溫，在300℃至500℃
之間才能慢慢排乾水分，這當中
的每個階段都有乾裂甚至爛掉的
風險。

製品失敗對手藝人的打擊
是巨大的，但只有具備從頭
開始的勇氣才能成長為真正
的大師。泥塑的製作過程對
塑造者的心性要求很高，於
是他經常教導學生：「泥
啊，就像會呼吸、會感受一
樣，如果你心焦，你手上的
乾熱很快就會讓它失去柔韌
性，變乾變硬。因此製作塑
泥非靜氣凝神不可。」

「我是趙恩民（泥人趙），一個手

藝人！」這位自稱「手藝人」的中國

工美行業藝術大師，出生於黃河岸邊的河南

鄭州，自幼學習泥塑創作，20年的堅守讓他

把興趣變成職業，一把紅泥在手就立即心如

止水的泥塑匠人，捏形塑魂成為他在創作中

對故事和細節最深刻的闡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作品以中原百姓生活場景為藍本作品以中原百姓生活場景為藍本。。 ◆◆《《那年那月那年那月》》

◆《逆行衛士》

手藝人手藝人趙恩民趙恩民
捏形塑魂詮釋匠心捏形塑魂詮釋匠心

黃河文化融入泥塑技藝 ◆趙恩民一把紅泥在
手，就立即心如止水
專心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