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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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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王永红的泥塑作品，观众的直观
感受是，庄户人的神情样貌栩栩如生，土黄
色不仅是西北农村的生活原色，更是黄河
流域劳动人民的代表色。王永红说自己就
是喜欢泥土的真实颜色，没有过多的修饰
和配色，就像记忆中庄户人的生活一样。

近年来，随着宁夏发掘非遗资源的力
度不断加大，王永红的创作环境也在不断
升级。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银
川市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贺兰县民间
艺术家协会主席的王永红在贺兰县有了独
立的创作空间。此外，她还固定在贺兰一
中开展泥塑、剪纸等非遗研学活动，让更多
青年学子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上传
统文化，助推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
活、活在当下、育民惠民，充分体现人民的
非遗，人民共享。

自治区非遗传承人王永红：

黄河陶泥承载着乡愁黄河陶泥承载着乡愁

或坐或卧，或行走于农田间，或在大院内休憩，每个人物
脸上都带着淳朴的“笑容”，看过后，总会让人找到儿时的记
忆。这就是自治区非遗传承人王永红黄河泥塑作品的魅力。

王永红长期从事泥塑与剪纸创作，致力于民间优秀传统
艺术的发掘与研究，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教学资
源，将民间艺术渗透于美术教学之中，将麦秆画、
泥塑、剪纸等民间艺术形式带入课
堂，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王永红是自治区级非遗泥塑项目的第四代传承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王永红创作了一批红色
作品：《送军粮》《纳军鞋》等，通过一个个人物的举动将老
百姓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朴素情感呈现出来。

纳军鞋的女人和村里的老人咧着嘴在笑，山里娃
和大人在院子里笑着纳凉……在王氏泥塑技艺传承人
王永红的作品里，“笑”就是庄户人面对生活时的样
子。王永红的泥塑作品保留了泥土的本色，体现了庄户
人的淳朴。

王永红的童年是在石嘴山市平罗县陶乐镇农村的姥
姥家度过，之所以能继承父辈的衣钵从事泥塑工艺，是因
为心中深藏的那份乡愁。王永红从宁夏大学美术系毕业
后回到家乡任教，2002年开始学习彩塑。在学习创作过
程中，她发现黄河边的泥土具有一定的黏性，捏制成形
后，和别的泥塑制品相比更具优势。

2006 年开始，她以《一个村子故事》为主题共创作
了 1000余件泥塑作品，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
民风民俗，以及儿时的农村生活场景。她的作品风格
鲜明，独树一帜，先后得到中国民协主席以及多位专家
的高度点评，并被收录到“最美小康路”中国西部民间
公益主题创作展等。王永红的泥塑作品《山花儿与口
弦》《回娘家》参加了由文化部国家旅游局举办的“2014
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暨“2014 中国旅游商品大
赛”,获得铜奖；作品《赶集》《宁夏坐唱》在第十五届中
国人口文化奖获得民间艺术品类二等奖。 2010 年至
2017 年，王氏泥塑先后代表宁夏参加法国、葡萄牙、比
利时、德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反响强烈。

从乡村汲取文化创作灵感

王永红介绍，泥塑关键的步骤就是采泥、
炼泥。对此，王永红庆幸家乡就有最好的
泥。刚开始采泥，过程艰辛，要动用人力、畜
力去黄河边背泥，或者用担子挑。采回来的
泥要经过精心炼制，在泥中掺入适量天然成
分，这个步骤绝对不能偷懒，要一点点往里
加。泥胚成分调制好后，捏制泥人头、面这些
精细部位需要精准成型，烧制温度太高，泥人
的面部会被烧化，温度过低又无法成型。为
了解决这个难题，王永红一次次试验，烧坏就
从头再来。那时候没有炼泥机，只能靠人工
控制，经过一次次试脸，王永红终于掌握了最
佳温度，烧制时温度恒定在 800摄氏度至 900
摄氏度之间。如今，在专家指导下，王永红用
上了电子窑炉，温度控制也进入标准化操作。

泥塑要成型还需要内部固定“骨架”。传
统泥塑制作者会用铁丝承载泥塑烧制工艺品
的“骨架”，这个方法虽然可让作品永久保存，
但不便于装箱运输。一旦出现外力收缩不均
衡，就会导致泥塑工艺品开裂。经过多次试
验，王永红最终将报纸拉成条状作为支撑。

王永红的作品《庄户人》系列，已经多次
参加国内外展览，但这组人物依然整齐划
一，原因是泥塑中的报纸条在烧制时会被烧
化，不会发生受力不均导致的人物造型开裂、
散乱。

精心钻研
让“土里土气”的作品焕发光彩

传统技艺
人民非遗人民共享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王永红还通过创意大赛展示宁夏非遗
传承人创作智慧，使得非遗传承人在技艺
上再提升，在思路上再创新，在产品研发上
再突破，示范带动创作出更多宁夏非遗爆
款产品，加快非遗市场化进程，扩展非遗产
品营销渠道销路。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6月 3日，记者从宁夏文物考古
研究所获悉，据吴忠市罗山地区考古调查队最新的一项考
古调查发现，罗山地区人类活动历史可提早到 1万年前，同
时证明距今 6000至 4500年间的罗山地区非常适宜人类生
存繁衍。这一项研究填补了罗山地区史前遗存空白。

今年 3月至 6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
大罗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
点 4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39处、汉代至宋代遗址 4处、明代遗
址 3处，绝大多数遗址点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境内。

在旧石器时代地点，考古调查发现灰烬堆积、火
塘遗迹、烧骨骨屑，以及石核、石片、刮削器、两面加
工尖状器等石制品 21 件。工作人员表示，这些发现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宁 夏 地 区 旧 石 器 遗 存 内 涵 和 分 布 范
围，对深入研究宁夏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人群行为
以及人地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新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分布于罗山西麓、北麓，涉及仰
韶、龙山两个时期。其中，发现仰韶时期文化遗址点位 2处，
从陶器标本判断应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现龙山时期
遗址点位 37处，从陶片和石器标本判断可能为独立的考古
学文化遗存。历史时期遗址点具体包括汉代至宋代的陶窑
址、汉代墓葬、明代墩台及小城堡等。

本次考古调查发现，为建立罗山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
序列，以及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宁夏一项考古填补罗山地区
史前遗存空白

5月 30日，在三星堆发掘现场，8号坑有一件
上面宽、中间逐渐收窄，形似喇叭的青铜器露出半
截。它中间位置有朱砂填涂的装饰，边缘有两个
明显的穿孔。“如果真的是鼓，那很有可能是最早
的青铜鼓。”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

然而，祭祀坑为什么会有一个鼓？它又是做
什么用的？

西周时期形成了“钟鸣鼎食”这样的整
套礼乐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特点。王
巍推测，三星堆吸收了中原文化系统中的音
乐，它很可能是在宫廷尤其是在祭祀中应用。

其实，早在 1986年的发掘中，乐器便在三星
堆大量发现，那时是以铜铃为主。考古发掘队队
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徐斐宏介绍，目前
8号坑已出土 8件铜铃，之前的 2号坑曾经出土有
40多件铜铃，呈合瓦式，既与殷墟铜铃相似，也有
自己的特点。

学者幸晓峰、王其书曾对三星堆 1号、2号坑的
铜铃进行声学性能探究，发现这些铜铃与商周青铜
乐器已具有的音乐性能基本相同，不仅有音高概
念，还可能进行过调音，使得单件铜铃具有清晰、稳
定的不同音高，也为制作成编的乐器积累了经验。

探秘历史“局中局”

三问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如果迄今发现的青铜器的原料都来自一个矿场，那这个矿场在哪里？
如果三星堆的礼乐系统来自商王朝，二者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
把黄金打制成薄片用于装饰，三星堆金器文化从哪里来？
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随着新类型、新形制、新材料的文物被陆续提取，三星堆文化起源的

探究既有了突破，更引发一连串的新问题。它就像一个连环计，把人们带入历史和考古的“局中局”。

1986年，三星堆金杖、戴金人面像、金面具等文物出土
时，坊间一度认为三星堆使用黄金的文化，极可
能是受到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直至今天，三星堆
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
什么样的？三星堆金器有哪些特点，又和
哪些文化遗址共享这一特点？

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事冶
金考古的陈建立教授接受媒体采访，他表
示，三星堆的黄金使用，并没有脱离中原文
化系统。把黄金锻打成薄片做成器物表面的
装饰，是以商王朝为中心以及受到商王朝影响
地区的主要特征。

在三星堆出土金器的制作工艺上，陈建立
发现，无论是国宝级文物金杖，戴金面具或是今
年新公布的金面具等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它们打制成薄片包裹在器物的表面，其作用
更多是作为装饰。

这种把黄金打制成薄片用于装饰，仅仅是
三星堆独有的现象吗？

陈建立介绍，三星堆用金的特点，其实在郑
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和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出土文
物中都有发现。“三星堆金器的使用，与三星堆铜
器的铸造一样，本质上没有脱离中原文化系统。
这些金器的造型呈现出神秘的本土特色，应是基
于三星堆神权国家自己的信仰及审美。”

装饰而非佩戴
三星堆金器文化从哪里来？

古代的资源根据分布面积和储量多少，大
致可以分为常见资源和珍稀资源：烧陶器的土
以及炼铁的铁矿，是常见资源；相对应的则是
珍稀资源，玉、黄金、铜都属此类。由于产地有
限，就必然存在远距离运输，三星堆青铜器的
矿源由此也成为业内关注的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的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陈坤龙介绍，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三星堆
的青铜矿料和同时期的中原、长江中下游青铜
文化的铜器矿料，非常有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
地方。“这是因为，通过铅同位素检测，发现上述
矿料均包含一种在地质上非常特殊的铅矿料，
叫作‘高放射性成因铅’。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
先生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研究殷墟妇好墓的时候

就发现了。”
这些东西既然非常少见，又在一个特定时期

内被大量使用，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它们来自于
同一个地方。

那么，它们来自于哪里呢？在来源问题上，已
有很多学者做了相关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

金正耀最早提出矿源应该是在云贵川交界的
地方，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西南说”。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有多处矿源，
各个地方就近取材。还有学者提出“中原说”“秦
岭说”，也不能排除很多更远的矿源。

虽然有非常多的假设，但遗憾的是，目前没有
发现与青铜器在同一时期的采矿和冶炼遗址。

（据《四川日报》）

喇叭状青铜器 会是迄今最早的青铜鼓吗？

西南、中原、秦岭 矿料到底来自哪里？

3号祭祀坑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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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演员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表演舞蹈
《梁祝·黄河-生命之舞》。

当日，由赵小刚导演的舞蹈《梁祝·黄河-生命之舞》在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首演。

新华社发

近日，参观者在浙江美术馆观看油画作品。
当日，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在杭州举行，400 件毕业生

优秀作品向公众展示。
新华社发

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在杭举行

本报讯 为加快推动宁夏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进
一步提升非遗产品创意研发水平，促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讲好宁夏非遗故事，打造宁夏非遗品牌，6 月 4 日至 6
日，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精心策划开展的宁夏黄河流域非
遗作品创意大赛暨“两晒一促”优品大赛，在银川建发大阅
城举办。

大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非遗进万家
文旅展风采”为主题，五市共推荐 70 个非遗项目 129 名传
承人参加作品创意大赛，22个县（区）全部参加“两晒一促”
优品大赛，共有 22 位选手带来 35 项产品参加评比。涉及
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三大门类，涵盖扎染织绣、
雕刻雕塑、刻绘剪贴、陶冶烧造以及乐器制作等多项传统
技艺。其中，银川市推荐项目 36项，石嘴山市推荐项目 18
项，吴忠市推荐项目 16项，固原市推荐项目 14项，中卫市推
荐项目 21项。

活动现场，华丽精美的刺绣、巧夺天工的木雕、玲珑可
爱的口弦集中展示，让市民、游客零距离接触，让非遗技艺
融入百姓生活，不断扩大居民消费，助力经济发展。现场还
通过扫码点赞领作品，激发市民参与热情。

大赛以原创作品展览、现场作品制作等方式，面向公众
开放，配合非遗类文艺节目表演和“线上线下”宣传推介，
并利用网络平台开展“非遗购物节”活动。比赛中获奖作
品还将走进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银川火车站和学校、景区
等地进行巡展，进一步扩大延伸大赛成果的共享面和覆盖
面，加大宁夏非遗资源宣传推介的力度，助推宁夏非物质
文化遗产融入生活、活在当下、育民惠民，充分体现人民的
非遗，人民共享。 （马 军）

宁夏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赛
暨“两晒一促”优品大赛在银举办

王永红为建党 100 周年创作的
泥塑作品《送军粮》。

泥塑作品《纳军鞋》。

王永红的泥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