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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

《客家大喜》
展示传统婚俗

客家泥塑作品《客家大喜系列》展示客
家传统婚俗中热闹喜庆的迎亲场面，体现客
家民俗文化的特色和客家人对美好婚姻、幸
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红灯高照”喜迎亲

走在前头的是“红灯高照”。由几个少
年手持写有新郎姓氏的灯笼；写有“迎亲”

“和合”等字样的木牌各一对。

“八音”齐奏喜洋洋

“八音”是客家传统民间乐队的特称，一
般由唢呐一对，小鼓两只（或大鼓一只）和
锣、钹等乐器组成，他们一路吹吹打打，十分
热闹。

“拖青”驱邪来引道
媒人坐轿“捧镜子”

由一少年（或长者）手持一把缠有红纸
的茶树枝（或榕树枝）一路拖行，为新娘驱除
路上的邪气。

劳苦功高的媒婆坐在轿中，双手捧一面
象征姻缘和合的镜子。

大红花轿接新娘

新娘花轿为上好木材所制，精雕细刻，
还披有刺绣精美的轿披，十分华丽，轿中配
有食盒、恭桶等。按规矩，新娘途中不能出
入，所以轿门上锁，只有到达夫家后由新郎
亲手开启。

“抬盒”“扛箱”送嫁妆

新娘的衣物、鞋帽、梳妆用具和首饰细
软，用精制朱箱装好，由专人抬送。

“带路双鸡”喜酒担

“带路鸡”（雄雌一对），新婚之夜将双鸡
放于婚床底，第二天开门看先走出来的是雄
还是雌，以测新娘头胎生男生女。另有箩格
一担，内装“长命草”“柏树叶”和“富菜”（即
布匹）等象征物，还有人挑黄酒（娘酒）两
瓮，一瓮当喜酒，另一瓮留作新娘做“月子
酒”。

“小舅小姨”“食酒客”

送嫁人中，最重要的是做“阿舅”和“阿
姨”的（即新娘兄弟姐妹），尤其是阿舅，在
酒宴上还坐“上头”（主席位），有“天上雷
公，地上舅公”之说，“食酒客”是参加婚宴
的娘家亲，一般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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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老翁坐小凳“讲古”，
小童捶背侧耳听；客家妈
妈挑水归，放学孩童举南
瓜；大红灯笼喜迎亲，媒
婆坐轿“抬镜子”……在
2021 年“广东文化人物
系列展览”第十二年展
上，独具客家风情的泥塑
作品引人注目。

客家泥塑，在梅州梅
县已有 800 多年历史。
新一代匠人巧手加工，制
作精美艺术品，用最朴实
的材料塑造极富感染力
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讲
述妙趣横生的客家故事。

近年来，客家泥塑向
公共雕塑艺术拓展，留下
不少大型铸铜雕塑和大
型浮雕作品，拓展文创衍
生品等领域，以更受年轻
群体欢迎的方式融入现
代生活场景，传承与发扬
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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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是用黏土塑制成
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
艺。其中，客家泥塑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
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漫步梅州街头，无论是
各式客家传统民居，还是山
坳凉亭边、池塘水井前设立
的建筑，在客家人聚居生产
生活的场所，保留着大量各
式各样的泥塑作品。以往客
家泥塑多选用梅州本地黏性
较好、含沙量低且无杂质的黄
泥作为原材料，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多彩，不仅体现民间匠
人的艺术造诣，也成为传承与
展示客家文化的载体，是客家
民间艺术中的瑰宝。2019
年，梅县区“客家泥塑”确定为
梅州市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

泥 本 无 声 ，塑“ 说 ”客
情。千百年来，客家泥塑用
泥土的厚实、生动的表达，讲
述着一个个精彩的客家故
事。常见的彩塑书卷多记录
吉祥颂语，或是博爱亲仁、尊
师重道的格言，体现客家人
崇文重教的传统。梅县雕塑
家张志伟曾先后创作多个客
家先贤像，如李惠堂、张弼
士、罗香林、宋湘、黄
遵宪（多人合作）等。
栩栩如生的历史先贤
像蕴藏着不同时代客
家人的经历，传递出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怀 国 爱 乡 的 优 秀 品
质。梅州市民间技艺
大师、梅州市工艺美
术大师、客家泥塑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刘沅

声则用手中的泥土，记录渐渐
远去的客家传统生活与民俗
风物，创作出《客家大迁徙系
列》《客家风情·家教系列》《客
家大喜系列》《永远的家园：客
家围龙屋》等作品，著名雕塑
大师潘鹤盛赞其“用泥土凝固
客家风情，留下千秋万代”。

“刘沅声老师曾在我馆
举办客家泥塑系列作品展，
展出的泥塑作品线条粗犷，
风格质朴，人物造型生动，乡
土气息浓郁，容易唤起观众
对内心深处乡愁的共情。”广
东中国客家博物馆相关部室
负责人说，以展现客家民俗
风情为主题的客家泥塑作
品，如《读书肯用功，茅屋里
面出相公》《当年一盆薯，今
报一盆银》《宁卖祖宗田，勿
忘祖宗言》等，一组作品就是
一个故事，从中可以感受到
客家人淳朴的家风家教、仁
爱大义与自强不息。不少家
长专程带小朋友到馆参观，
将这些客家泥塑作品当作客
家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捏、贴、抹、雕……在刘沅声
熟练而细致的操作下，一个背
着孩子的传统客家妇女形象慢
慢出现，挽起的裤腿、用力握紧
的手，各个细节逼真，人物活灵
活现。“这是我最新创作的作
品，展示传统客家妇女形象的

‘四头四尾’系列。”刘沅声说，
客家泥塑的创作一般要经过五
个步骤：构思画图稿、选料练
泥、塑形、着色以及烧制和修
整 。 其 中 ，构 思 是 最 难 的 部
分。“我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很
多内容都是我自己真实生活的
再 现 ，或 者 来 自 老 人 讲 的 故
事。”刘沅声说，《小河》来源于
故乡小溪带来的童年欢乐；《当
年一盆薯，今报一盆银》的原型
是发生在梅县松源真实的报恩
故事；《讲古》中拿着烟斗的老
人有他父亲的影子；《新路》则
是2008年展现梅州农民希望通
过网络让山区农产品“走出去”
的美好愿景，“这些年，这条‘新
路’真的走通了。”刘沅声说，该
泥塑作品还入选了“中国改革
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全国美展”。

刘沅声创作客家泥塑二十

多年，题材多为反映客家民俗
风情和客家传统生产生活的内
容，通常一个或一组作品就是
一个客家故事。如《客家风情·
家教系列》，由7个作品组成，即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宁卖祖
宗田，不忘祖宗言》《早起三朝
当一昼》《借人平升还满升》《有
钱修功德，没钱捡开竻（荆棘等
尖利之物）》《积攒零星钱，小钱
变大钱》《考满分奖鸡春（即鸡
蛋）》，将传统谚语变为立体造
型，人物表情生动有趣，兼具观
赏性和趣味性，让人更直观地
理解这些传统谚语的内涵，教
育孩子诚信、向善、感恩、勤奋、
节俭。一个个泥塑记录着渐渐
远去的客家传统风俗民情，又
用独特的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
传承发扬客家文化。

“我对客家传统文化有着非
常深的眷恋，一直希望能够将
我记忆中自然淳朴的乡土生活
展现出来，将慢慢消失的传统
客家民俗‘保存’下来。”刘沅声
表示，多年前自己曾尝试用作
画的方式去展现记忆中的场景
和人，总不尽如人意，直到遇见
泥塑，他才发现最接“地气”的
泥土最能真实表达他的思考与

怀恋，最能展现客家乡土民
情。

怀此初心，刘沅声在创
作时从不计较
花 了 多 长 时

间，只求精益求精，在创作《客
家大喜系列》泥塑作品时，前前
后后就花了两年。经过多年潜
心创作，加上梅县雕塑家张志
伟的指点，刘沅声的作品越发
出彩，他创作的泥塑作品《客家
风情系列》、《客家大迁徙系
列》、《客家大喜系列》接连获得
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广东
省民间工艺精品展”金奖，还有
不少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
和个人收藏。与此同时，刘沅
声多次应邀在梅州、广州、深
圳、香港、澳门等地举办展览，
让更多人感受客家传统文化的
魅力，更好地了解客家文化。
2021 年，刘沅声《客家泥塑》被
选入“广东文化人物系列展览”
第十二年展，在广州岭南会展
馆展出。“刘沅声先生的作品很
有生活气息，很有艺术特色，令
我大开眼界，希望今后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记录深厚的客家
文化。”观众许恩福说。

“眼下，我馆与刘沅声老师
除合作设计制作‘四头四尾’泥
塑和展示雕塑外，还设计了客
家手工茶素描隐茶杯，下一步
计划制作‘四头四尾’泥塑文创
衍生品，更好地助力非物质文
化遗产宣传保护。”广东中国客
家博物馆相关部室负责人说。
刘沅声表示，完成“四头四尾”
创作后，他将创作一组关于客
家年俗的泥塑作品，“客家文化
真是取之不尽的宝藏。”

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与居
家环境的改变，主要依存于客家
民居和古村落的传统泥塑逐渐
淡出人们视野。为更好地保护
传统客家泥塑，梅县区将部分保
存有大量泥塑、灰塑的客家传统
特色民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登记建档加以保护。与此同时，
梅县区大力宣传客家泥塑作品，
在梅县区非遗展示馆设置客家
泥塑专柜，多次举办推广客家泥
塑的活动与展览，让客家泥塑走
进校园和社区。

“泥可以捏得更圆一点，在
这个位置画个圈……”在 2022
年梅县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展示展演活动中，刘沅声和客
家泥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刘芷
瑜指导青少年进行泥塑创作。

“客家泥塑技艺的重点是熟悉
和掌握泥的特性，通过塑造展
现作品中的情感和主题。”在城
市长大的“95 后”刘芷瑜说，如
今传统的客家泥塑确实面临受
众相对局限的问题，她也一直
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客家泥塑。

“客家泥塑不应该只在博
物馆里，因为客家文化是鲜活
的，客家泥塑作为客家文化的
一 部 分 ，也 应 该 是 与 时 俱 进
的。”近年来，刘芷瑜创作了以
客家童谣《白饭子》为蓝本的泥
塑作品，深受年轻人喜爱，这给
了她很大的启发。“我计划继续
做客家童谣的系列作品，在作
品的展现上，希望更卡通和更
圆润，这或许能吸引更多年轻
人的关注；在产品的生产上，希
望能够量产且平价。”刘芷瑜
说，刘沅声老师创作的围龙屋
收纳盘、“书香门第”书立等文
创作品给了她很多灵感，但“独
一无二”的艺术品价格高且难

以满足市场需求，接下来她将
尝试设计、制作能够批量生产
且受年轻群体欢迎的文创产
品，让客家泥塑更好地融入现
代生活场景，从而提高知名度
和影响力。

此外，近年来客家泥塑也在
艺术形态上有所变化，逐渐向公
共雕塑艺术拓展，留下不少大型
铸铜雕塑和大型浮雕作品。梅
江区客家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德
馨园”中反映客家文化中廉、诚、
孝、礼、义、善等传统美德的深浮
雕，大型铸铜雕塑作品《送子过
学堂》《渡口之战》等大型公共雕
塑，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客家泥塑有很多特别之
处，例如采用‘泥皮包纸条’的手
法，在用色方面相对朴素，不喜

‘大红大绿’。但更多的是客家
文化的浸润，让它别具一格。”刘
沅声说，悠久而鲜活的客家文化
让客家泥塑穿越千百年历史，在
新的时代以更多新的形式，依然
展现熠熠的光彩。

客家泥塑的
创作与制作

客家泥塑生动精彩，制作却不容易，一
般要经过“构思、画图稿—选料练泥—塑形
—着色—烧制与修整”五大步骤。

构思、画图稿
每件作品的创作均需反复思考，绘制样

稿往往数易其稿，力求主题鲜明，形象直观。

选料练泥
坚固的泥塑离不开一块好泥，以往客家

泥塑多选用梅州本地黏性较好、含沙量低无
杂质的黄泥。这种土表面光洁、坚硬，掺水
拌和后比较柔软又便于捏制。选好泥土后，
要对泥土进行细心捶打、摔、揉，从而去除黏
土中的空气和杂质，此为“练泥”，练制后的
泥才可用于塑形。客家泥塑的用泥大致分
为三种，一是粗泥，用于塑造建筑、服饰、农
具等；二是白泥，用于塑造底板、服饰等；三
是胎泥，用于塑造皮肤、食物等。

塑形
备料完成后，根据作品的规格以及姿态，

将纸揉成相应的造型，作为作品的内部支架，
外部则上泥塑形。客家泥塑技艺手法分为

“捏、贴、抹、雕”，以“由里及外”“自下而上”
“先躯干后四肢”的基本工序有机拼合而成。

着色
作品自然风干后，根据表现对象进行着

色。客家泥塑用色方面相对朴素，着色必须
每次干透后再上色，否则会导致颜色污浊，
泥坯受损。着色难度很大，因为泥坯在着色
时，其吸水速度极快，笔笔皆不容有失，浓淡
把握极其重要。

烧制与修整
烧制时逐渐升温至1200度。以烧制客家

泥塑作品“围龙屋”为例，需烧制24小时。烧制
后自然冷却，作品出窑后进行审阅，如有着色
不足现象，则需进行修饰，二度重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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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泥塑作品《鹅挑水鸭洗菜》
丘锐妮 摄

客家泥塑作品《客家大喜》受访者供图

刘沅声创作中 丘锐妮 摄

客家泥塑作品《讲古》丘锐妮 摄

客家泥塑作品《新路》受访者供图

客家泥塑作品《当年一盆薯，今报一盆银》 丘锐妮 摄

客家泥塑文创作品《书香门第》
丘锐妮 摄

客家泥塑作品《狐狸烧火猫炒菜》
丘锐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