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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黄河三角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该套丛书涵盖了黄河三角洲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革命文化、企业文化以及文
化建设对策等各个方面，力求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全面发掘、梳理和剖析传统文化资源，探讨本区
域文化的发展规律，构建与时俱进的黄河三角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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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浒”等每套则多达十几个以至数十个。
　　“戏出”中还有一种“刀马人”，是专供室内陈设的大型泥人，高约60厘米，左右相向，其造型
吸收了民间木版印“门神”的特点，泥人各骑骏马，手持兵器，陈设在堂屋迎门几案上方中堂字画的
两侧。
按民间传说，这种刀马人也有“辟邪”、“除祟”和保家镇宅的功能。
这类作品具有传播戏文故事及其道德礼教的功能，它具有较强的认知、教育意义，可以使人们通过这
些形象了解历史和社会，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戏剧的喜爱，还意味着戏剧所包含的寓教于乐的功能已
为人们所接受。
遗憾的是，由于“文革”的破坏，这些传统题材的“泥娃娃”模子保留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了。
现在能捏制那些“戏出”人物的艺人也相继去世。
河南张的这类泥塑艺术濒临失传。
　　“小媳妇”、“小女婿”在河南张泥塑中是造型、装束样式较多的一种题材，作为一种儿童玩具
，它的内涵则表达了人们一生中最关注的婚姻问题。
男婚女嫁是人生中的大事，当女婿、做媳妇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因此，从孩子还不很懂事时起，
大人们就把这种美好的向往寄托在孩子身上。
至今这类泥塑还在这里流行。
　　吉祥动物及带响类儿童泥玩。
河南张的艺人们还创作了许多适宜儿童玩耍嬉戏的小玩意--动物泥玩具，有泥猪、泥鸡、泥猴、泥狗
、泥老虎、泥狮子，也有人格化了的小熊；有抱石榴、抱鲤鱼之类的“坐娃”、“躺娃”，还有带哨
的“响娃”和带竹片惯性敲击的“吧嗒娃”、“响孩”、“摇叫”等。
这类小泥玩具有的在某一个部位或在肚子里装个弹子、安个小棒，一吹便发出各种响声。
这类玩具都是在泥塑造型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改进并增添适量其他材料制成的，因此具备了活动、变
化、音响等效果。
这些玩具本身也是益智的，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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