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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

文化，并折射出一个民族文化生成的渊源。手

工艺人通过器物来表达思想、理念、情感，器物

往往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远古时期的甘肃工艺美术

据史料记载，在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

土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球形石、砾石等打

制石器和尖状鹿角器上，留下了甘肃大地原始

人类进行手工制作的印迹。

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了我国早期的一

批彩陶盛器、储藏器、饮器等，将甘肃手工艺制

作历史上溯到八千年前，反映了原始聚落的人

们对形式美的追求；出土的各种形式的陶环、石

环、玉石坠等，表明远古人类已有了用手工制品

表达情感、美化生活的追求。

距今 4000 年-5000 年前的甘肃马家窑文

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马家

窑文化的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典雅的造型、精美

的纹饰，形成了绚丽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有了

专业化生产和专门的制陶匠师，作品达到世界

彩陶之巅峰。

距今 4500 年前，东乡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类型地层遗存的铜刀、永登县蒋家坪马家

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存的锡青铜刀，是我国迄今发

现最早的人工冶铸青铜器；兰州市红古区土谷台

半山—马厂文化墓地出土的骨珠、牙饰、绿松石

珠，是甘肃迄今发现最早的装饰工艺美术品。

距今 3600 年-4000 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

（相当于殷商时期），在黄河沿岸以铜为材料制

作的铜斧、铜镜等铜器，标志着中国进入青铜文

化早期时代；甘肃民勤沙井文化遗存有彩陶、石

器、铜器和铁器等，是甘肃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

的古文化。

秦汉以来甘肃工艺美术发展

甘肃是秦文化的发祥地，礼县秦公墓的青

铜礼器等，表明了古代手工艺的高超水平。

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开通，中西方文

化 的 交 流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甘 肃 工 艺 美 术 的 发

展。武都的漆器工艺品很发达，漆器的品种有

漆案、漆盘、漆盒、漆奁、漆碟等；武威雷台汉墓

出土的铜奔马，堪称中国工艺美术品中的稀世

珍品；临洮出土的汉代铜镜，工艺达到很高的

水平；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汉代毛笔，笔杆中部

隶书阴刻“白马作”三字，是国内发现具有工匠

署名的最早的毛笔；祁连玉的开采，使夜光杯

闻名于世；嘉峪关的嘉峪石砚，为文房四宝之

佳品。

晋代，武威多合金大云寺铜钟，制作精美，

体大声远，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合金钟。

始建于十六国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

积山石窟、临夏炳灵寺石窟，让甘肃壁画、彩塑、

泥塑、石雕著称于世。

唐 代 ，沿 丝 绸 之 路 的 中 西 方 贸 易 十 分 活

跃。河西地区木制品、麻制品、皮革制品、金属

制品等手工艺制品是重要的交易品；凉州的白

绫、龙须席、地毯，甘州、肃州的野马革是当地名

产，并向朝廷进贡；卓尼的洮砚闻名全国，是中

国三大名砚之一。

宋代，陇东皮影艺术已经盛行，皮影不仅是

戏剧演出道具，还是一种老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

品；舟曲织锦带工艺吸收并继承了古老羌族文

化、吐蕃文化中的制作技巧，多以飞禽走兽、山水

花木等为图案，用以亲友间互赠表示祝贺或敬赠

尊贵的客人；临夏砖雕用黏土烧制成龙凤、麒麟

等形状，多用于屋脊之上；平凉纸织画是一种融

编织工艺和绘画艺术于一体的手工艺品。

元代，临夏保安族腰刀的制作，主要集中在

今 天 的 积 石 山 县 大 河 家 镇 、刘 集 乡 及 周 边 地

区。长期以来，保安族腰刀锻造技艺一直是保

安族经济文化的命脉，并于 2006 年入列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明朝兵部尚书彭泽（今甘肃兰州人）墓出土

的文物，有镶宝石的金凤冠、金簪、银簪和金丝

编织成的葫芦形耳坠等工艺美术品，工艺十分

精美，体现了明代时期甘肃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清代，甘肃的手工业普遍发展，行业多达几

十种。卓尼洮砚、酒泉玉器、天水漆器、兰州刻葫

芦等都以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享誉中外。

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发展阶段

1949 年 后 ，国 家 对 工 艺 美 术 行 业 制 定 了

“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和“实用、经济、美观”

的原则。

1955 年，甘肃省文化局成立了甘肃省美术

工作室、甘肃省美术服务社，从事美术用品及工

艺美术产品的生产经营，使甘肃工艺美术事业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了发展天水漆器、庆

阳地毯、酒泉玉器等产业，组织了生产合作社。

1957 年，中央召开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

大会，甘肃有老艺人参加。同年 8 月，甘肃省手

工业管理局、甘肃省手工业合作联合社组织在

兰州召开全省工艺美术艺人座谈会。此时，全

省从事工艺美术生产的合作组织已有 12 家。

1960 年，甘肃省手工业管理局设立了工艺

美术管理处，组织开展全省行业管理工作。

1964 年，甘肃恢复洮砚生产，培养了一大

批洮砚雕刻的能工巧匠。

1970 年，在中央和省政府的支持下，开始

陆续建立一批具有资源优势的地毯、草编等工

艺美术生产企业。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甘肃

工艺美术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多

年的发展，企业增多、生产规模扩大、从业人员

队伍不断壮大，产品品种增多，出口量增加，形

成了雕塑雕刻类、金属类、漆器类、工艺花画类、

地毯和挂毯类、抽纱刺绣类、美术陶瓷类、天然

植物纤维编织类、珠宝首饰类、民间工艺类和其

他工艺美术类等多种产品生产百花齐放、遍布

全省的工艺美术生产格局。

2000 年 以 来 ，甘 肃 现 代 工 艺 美 术 快 速 发

展，呈现出创作题材多元化、生产手段现代化、

产业发展规模化趋势。工艺美术与社会经济发

展进步的关联程度越来越高，在文化产业和经

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目前，我省已拥有 6 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5 位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5 位中国文房四宝

制 砚 艺 术 大 师 、298 位 甘 肃 省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

183 位高级工艺美术师，工艺美术从业人员达

30 多万。以《黄河母亲》为代表的大型城雕、白

牦牛角立体微雕作品《清明上河图》、武威雷台

旅游景区设计、酒泉公园十二生肖木雕等，均出

自我省能工巧匠之手。他们围绕历史题材、现

代题材、传统题材、丝路题材、红色题材、工业题

材、农业题材等，不断推出优秀作品，丰富着人

们的精神生活。

(本文图片均由甘肃省工艺美术协会提供)

——浅谈甘肃工艺美术发展历史

□ 刘文胜

器以载道 物以传情

一把土与一滴水遇见便成一团泥，一团泥

遇着一双灵巧的手，便成了一件艺术品。

泥塑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始于先

秦西周时期，流传民间三千年之久，是我国最具

民族特色的手工制品之一，2006 年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州泥塑是一种与临夏砖雕、河州木雕、

古建彩绘一并流传于临夏州及周边地区的民

间传统手工技艺，其特点是纯手工捏制塑造，

主要包括捏与塑两类技艺。捏、塑完成后，还

要进行施彩。

河州泥塑艺术伴随历史前进的步伐传承至

今。据史书记载，西秦时期，全国各地顶尖的雕

刻工匠纷纷来此凿石刻像、捏泥彩绘，创造了后

来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炳灵寺石窟。有心灵

手巧者拜师学艺，与全国各地不同流派风格的

艺术家、雕刻师交流学习，泥彩塑技艺得以在民

间薪火相传。在时光流转中，河州泥塑把多种

技艺和文化融合创新，口传心授，逐渐形成其独

特的艺术形式。

河州泥塑以当地黏性强而细腻的红土为原

料，经过捶打、摔、揉等工序制成泥塑原料；加麦

秆塑造大样，细泥、细沙加水，再加麻或棉花、糯

米汁及适量蜂蜜汁等，使塑像完成后不收缩、不

分裂。因其有历史、民俗、文化、审美等深刻人

文内涵，受到各族群众喜爱，并在一代又一代民

间泥彩塑艺人的不懈努力下，不断取得进步。

2011 年，常天平成为临夏州第一批州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泥塑技艺传承人，因为酷爱泥塑，

创作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作品，被誉为“泥人常”。

常天平运用雕、塑、捏等技艺塑形，把河州

古朴的农耕文化、多彩的田园生活、璀璨的民俗

风 情 、乡 土 民 居 和 生 活 场 景 等 展 现 得 淋 漓 尽

致。他说：“三分塑、七分彩，塑是形、彩是神，泥

是韵、色是魂。”

在常天平的泥塑工作室里，摆满了惟妙惟

肖的小泥人。“这些小泥人看着简单可爱，但制

作过程非常复杂，仅选泥就非常考究。”常天平

对自己的泥塑作品越看越喜欢，也对泥塑艺术

愈加热爱。

他创作的泥塑《河州擀毡》展示了洗毡场

面，塑造的两位擀毡匠形象活灵活现；《河州花

儿》展示了临夏“漫”花儿的习俗，选取一对青年

男女手拉手对唱的瞬间，把“漫”花儿的情景表

现得惟妙惟肖；《农耕文化》系列，展示了播种、

锄草、拔麦、搬运、摞麦垛、碾场、簸粮、筛粮、过

风车、仓库储藏、搭草垛、犁地、耱地、耍秧歌等，

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当地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景。

从这些作品中既可了解到农村生活和耕作的种

种场景，又可体会到人们在庄稼丰收后闹秧歌

时满足、喜悦、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既能观赏

形态各异、个性十足、勤恳劳作的人物形象，又

能见到已淡出人们视线的服饰、生产生活工具

等老物件，俨然一幅幅农耕民俗文化画卷。

而《东乡洋芋》系列、《河州古建》系列、《河

州木匠》系列和《河州刻葫芦》《保安刀匠》《彩陶

王 故 里》《炳 灵 圣 迹》等 ，以 写 实 为 主 ，栩 栩 如

生。在艺术形象塑造上，既追求形似，更追求神

似，因此作品形神兼备、内涵丰富、空间感强、形

象饱满、情趣盎然。

《富贵一品彩陶王》则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丰

富多彩的制陶文化，巧妙地把彩陶古朴典雅之

美、河州牡丹文化、天真灿烂的童心结合起来，

童趣融陶韵，牡丹依古风，以历史与现代文化巧

妙融合的表现手法，让人们了解临夏彩陶文化，

诉说时代的发展变化。

《百年黄酒·五山池》系列，展现出非物质文

化遗产五山池黄酒酿造技艺的制作流程，包括

碾米、杵米、浸米、洗米、煮饭、拌曲、压榨、出酒、

调酒等 21 道工序，用 7 组劳动场景、53 个人物

和榨厢、酒海、碓臼、碾子、风车、骡马等，展示古

法酿造全过程。

一件件泥塑作品，让常天平的人生充满妙

趣，他的细致与耐心从小就显现着，而他的工匠

精神，则与他父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在儿时，常天平常会专注地看母亲一针一

线地绣鞋垫，也从做木匠的父亲身上体会到了

认真与严谨。“那时放学一回家，我就帮父亲做

木工活。为了锻炼我的耐心，父亲让我削木钉

子，我很高兴，也做得认真。父亲工作起来兢兢

业业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始终影响着我。”

凭着对传统工艺的热爱，他潜心学习绘画

技艺，1983 年拜当地民间艺人——临夏州积石

山县泥塑第五代传人戚永武为师，专攻民间手

工艺绘画、泥塑等，后来又经多方求学、拜师学

艺，广泛学习各种雕塑技艺，大胆创新，融会贯

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特点。普通泥

塑保存时间过久，表面会开裂掉土，为了让泥塑

作品具有更长的生命力，常天平一直采用大火

烧制工艺。2022 年，他去景德镇参加研修班学

习瓷釉烧制工艺，通过不断研究、实验，解决了

泥塑长久保存的问题。

从拜师学艺，迄今为止 30 余个春秋，常天

平的人生与泥塑长依长伴。他创作的泥塑作品

《中华工匠》入围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

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秧歌系列》在第

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荣获优秀民间

工艺美术作品入围精品奖，《夯歌》《农耕系列》

《西北人家》《中华工精》等多次获得各类奖项。

这些年来，在创作过程中，常天平也注重传

承人的培养。2017 年，“常天平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成立，常天平作为领办人，培养了一批

优秀学员。他带着学员多次赴各地参加市级、

省级、国家级艺术大展，以及非遗文化进校园、

传统文化进课堂等活动，致力于泥塑技艺传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本文图片均为常天平泥塑作品）

□ 李萍 包蕾 严海萍

巧塑河州风土人情

花儿会

河州秧歌舞龙

黄酒酿造系列之一

河州牡丹

掐丝珐琅画·鼎

丝毯·鸾凤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