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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人类一边前进，一边把它创造的精神财富留在遗产里。
这种遗产就是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的存在形态极其丰富和繁复，当代人共同认定的区分方式是分为两大类，即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物质性的、静态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以物为载体的，它首要的价值是对远去的
历史文化做确凿的见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非物质的、无形的、活态的，以人为载体的；它依靠人的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
，因此它是活着的历史，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自觉地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就是传承人。
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
在人类尚没有“文化遗产”的概念之时，广大民间各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中，唱主角也是这些传承人。
他们就是数千年来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歌手、乐师、画工、舞者、戏入、武师、绣娘、说书人、各类高
明的工匠以及各种民俗的主持者与祭师。
这是一种智慧超群者，才华在身，技艺高超。
担负着民间众生的文化生活和生活文化。
黄土地上灿烂的文明集萃般地表现在他们身上，并靠着他们代代相传。
有的一传数百年，有的衍续上千年。
这样，他们的身上就承载着大量的历史讯息。
特别是这些传承人自觉而严格地恪守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所以往往他们的一个姿态、一种
腔调、一些手法直通着远古。
常常使我们穿越时光，置身於这一文化古朴的源头里。
所以我们称民间文化为历史的“活化石”。
　　传承人所传承的不仅是智慧、技艺和审美，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先人们的生命情感，它叫我们直接
、真切和活生生地感知到古老而未泯的灵魂。
这是一种用生命相传的文化，一种生命文化；它的意义是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替代的。
　　有史以来，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就是凭仗着千千万万、无以数计的传承人的传衍。
它们像无数雨丝般的线索，闪闪烁烁，延绵不断。
如果其中一条线索断了，一种文化随即消失；如果它们大批地中断，就会大片地消亡。
　　二　　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农耕时代的产物。
可是当前人类的文明正由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业和商业文明转型。
工业和商业文明要根本性改变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它必然首当其
冲受到冲击和排斥，一部分被工业文明淘汰掉，一部分被商业文明转化为商品。
这是金球性的问题，无论多么古老迷人的文化也得不到豁免权。
我们所面临的这种转型又与急转弯式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
工业和商业文明几乎是横向地“杀入”到农耕社会中来。
看上去，它更像一种文明的宰割。
随着快速进行的乡镇农村的城市化，生活的现代化，原先固有的文化便被视为时代的弃物而撇在一边
。
在人们迟迟没有把农耕文明的创造当做遗产时，它们就已经支离破碎，大量地飘失与流散了。
　　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传承人的锐减。
其原因，或是传承人年事已高甚至离世而去；或是无人承续，后继乏人；或是后人弃农经商，进城打
工，改换身份等等，都致使传承线索的中断。
这是今天我们深感中华大地的文化日渐稀薄甚至空洞的原故，也是我们要尽快认定和着力保护传承人
的根由。
　　三　　保护传承人的前提是认定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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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承人全面、细致和快速的普查又是认定的前提。
　　此次展开的对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普查，得到中宣部的直接支持，定名为“中
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
该项目属於中国民问文艺家协会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一项重要与核心工作。
起始于2005年3月。
项目对象是杰出的民间文学、艺术、手工技艺和民俗技能传承者四大类。
这些传承人应是技艺高超、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并为某一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优秀代表。
　　由于这项工作事关对历史的总结与今后的保护与传承。
规范性、程序性、严格的学术鉴定和认定是必须遵循的工作原则。
　　对传承人的调查是正在进行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的田野普查中展开的。
经过近两年有条不紊的工作，已产生第一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凡4大类166人，都是经过
普查发现、申报推荐、专家鉴定、调查核实和网上公示等严格的程序才最终被认定的。
他们是中国民间文化各个领域的杰出传人，是活着的历史精华。
传承人得到了国家一级评定标准认定的同时，他们所传承的文化也被认定。
中华文化的家底在他们身上被一件件认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也被具体地锁定。
　　为了使这项关乎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得到更确凿的延伸。
我们对所有认定的传承人生活的文化背景、地域特征、民俗习惯及其传承史、口述史、技艺过程、艺
术特点和代表作，按照统一格式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与整理。
建立完备的档案和数据库，并以图书方式加以表现。
本书即是其中的一种。
　　四　　必须强调，尽快调查与认定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对传承人之所知十分有限。
对其保护的力度，抵不上它消失的速度。
　　在这第一批传承人的调查中，就多次遇到过闻讯而去，却已人亡艺绝的憾事!这批传承人经过专家
鉴定的是166位，但在评定与公示的过程中已有几位辞世，目前剩下的是164位。
其中，超过80岁的9位，年纪最大的是纳西族东巴舞者习阿牛(93岁)。
　　一旦失去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存在。
传人去后，只有遗存。
遗产的非物质性也就转化为物质性。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脆弱得多。
它的关键是传人的脆弱。
所以，抢救性的普查、科学认定以及切实有效地保护传承人，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我们留给后人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看我们查清、认定和保护住多少杰出的传承人。
如果失去传人和传承，这些遗产就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博物馆里，并永远沉默着。
　　这是巨大又细致的工作，是不能绕过又十分艰难的工作，并且是必须亲临田野第一线的艰苦工作
。
但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工作。
　　这桩至关重要的工作刚刚开始，愿更多的人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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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尚没有“文化遗产”的概念之时，广大民间各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中，唱主角也是这些传承人。
他们就是数千年来一直活跃在民间的歌手、乐师、画工、舞者、戏人、武师、绣娘、说书人、各类高
明的工匠以及各种民俗的主持者与祭师。
这是一种智慧超群者，才华在身，技艺高超。
担负着民间众生的文化生活和生活文化。
黄土地上灿烂的文明集萃般地表现在他们身上，并靠着他们代代相传。
有的一传数百年，有的衍续上千年。
    这样，他们的身上就承载着大量的历史讯息。
特别是这些传承人自觉而严格地恪守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所以往往他们的一个姿态、一种
腔调、一些手法直通着远古。
常常使我们穿越时光，置身于这一文化古朴的源头里。
所以我们称民问文化为历史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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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锅子花”到泥彩塑　　关于聂家庄泥彩塑的渊源，很多资料解释为：聂家庄泥彩塑的艺祖叫
聂福来，老家在河北泊镇。
明万历初年，泊镇闹灾，田地连年歉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万般无奈之下，聂福来携妻带子逃荒到
了山东。
但他来到山东后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每日都为在何处重新安家以及如何养活一家子人而犯愁。
待一家走到高密时，个个都已精疲力尽。
就在全家人深感前路渺茫，不知如何是好时，聂福来抓起地上一块泥土，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闪现
出年节时老家火树银花的欢庆画面。
于是，他试着把泥土搅拌成胶泥，捏成罐状。
然后借来一些火药装入泥罐里，封实后在罐顶部掏一个小孔。
他用颤抖的手努力地在小孔旁点火，霎时间烟花似火龙般喷射而出，十分壮观。
聂福来感激上苍赐给了他这一谋生的手段，便就地安家落户。
这一让聂氏一家得以饭饱衣暖存活下来的物件就是被称为“高密三绝”之一的聂家庄泥彩塑的雏形—
—“锅子花”，它的得名是由于其形状上小下大似倒扣的锅底。
后来，聂福来因制作“锅子花”而远近闻名，也使得聂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兴盛起来。
装焰火的泥坯叫锅子，也叫泥墩，为了吸引顾客，聂家庄的人们把泥墩塑成动物和娃娃的形状，放完
焰火之后还可以当玩具，后来渐渐脱离锅子花，成了单纯的泥玩具。
这手艺从此祖辈相传、邻里互授，不断完善，聂家庄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泥彩塑村。
到了清乾隆年间，聂家庄泥玩具又受到扑灰年画、潍县杨家埠年画的影响，在造型、着色上更趋完美
，也基本定型，进入成熟发展的黄金时期。
　　脑子里装着踏入聂西村前阅览的资料，谁想村里老艺人给出的答案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聂
家庄泥彩塑的艺祖并非聂福来，《聂氏族谱》上并无聂福来这一名号。
而是在明代初期，聂成富携全家从蒲台迁到高密，安家落户以后便考虑如何谋生。
除了耕种田地以外，聂成富发现当地的土质比较有黏性，便用这黏土做成烟花的外壳，里面装上由生
铁面、硝、磺、木炭灰等配制的“花药”，点燃以后会喷出好看的焰火，用来出售以谋生计，这便是
“锅子花”。
据说，这锅子花的泥巴外壳是上边小下边大偏圆柱形的样子，外观看起来像倒扣的锅底，也就有了“
锅子花”的名字。
为了使泥坯稳坐不倒，并且大小一致，那是在制作过程中就已经使用模具了。
后来临近村庄做的多了，为了招揽顾客有买卖，聂氏祖先便想出花样，把锅子花的泥巴外壳搞成浮雕
，多为一些简单图案，诸如人物、花卉、动物、山水之类，寥寥数笔，非常粗犷，销路却不错，引得
别人纷纷效仿。
为了再拓生路，聂氏先祖便又考虑改变，在图案上加绘颜色，添上花花绿绿的色彩，如此以来就更加
引人注意，并且锅子花放过之后，外壳还可以留下来观赏，很招人喜欢。
　　到清康熙年间，“锅子花”已经有好几种样式，并且都有彩绘。
　　再后来，做烟花的聂氏祖先就考虑，既然大家喜欢锅子花的外壳，不如直接做成动物的样子，不
再填充“花药”，便依照大体样子做成蹲着的小猴、小狗之类，这就是最初的聂家庄泥彩塑了。
此时的聂家庄泥彩塑延续了做锅子花时使用模具的方式，泥坯也是空心的。
　　再之后，不知具体是什么年代，也不知是谁发明了哨子，制作者就把这泥坯分成前后两段，中间
按上哨子，利用空气流通的原理使其在挤压、摇动或吹气时发出响亮的叫声，便有了叫虎、叫猴、叫
鸡、叫狗这些新玩具，也开始了聂家庄泥彩塑生产有声泥玩具的历史，而这已经是清嘉庆之后的事了
。
　　聂家庄泥彩塑也制作泥塑人物，传说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的。
当时民间拴孩之风较盛，所以聂家庄泥彩塑艺人因时而动，开始制作泥塑人物。
　　据传当时的情况是，庙里的住持来到聂家庄，找一个手艺好的做工，也就是泥彩塑制作好手，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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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泥彩塑数量，付给那艺人一定的价钱，当然，比平日艺人自己销售的价钱要略高些。
一个是为钱财考虑，为养家糊口能多赚些自然要多赚些；还有一个原因是，拴孩儿所用的泥娃娃质量
要求比较高，须得精细地制作泥坯、上色涂绘，更费工些，泥彩塑艺人们就质论价亦无可厚非。
当然，来拴孩儿的妇女也愿意给高价钱，因为“贵子贵子”，花大把的银子“请”回的娃娃一定可以
给自己带来真正的胖小子，而这个神赐的天生贵气的儿子以后能够给自己和全家带来大富大贵，考虑
到这些，来拴孩儿的妇女便心甘情愿地多多奉上银两。
　　于是，一方面是民间的玩具，孩子们的娱乐所需；另一方面是拴孩儿，百姓的祈求所需，聂家庄
的泥彩塑就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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