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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塑形承古韵巧手塑形承古韵面塑非遗永流传面塑非遗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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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鸳鸯”“关羽”“孙悟空”“穆桂英”“十二生
肖”“花鸟鱼虫”……这些面塑作品造型生动而又不拘
泥于现实形体，体态夸张却形神兼备。当传统融入现
代，平面变为立体、2D变身3D，经典神话与历史通过
面塑形式再现，面塑不仅是一种传统手艺，更是一件
很“酷”的事。其题材不再局限在瓜果蔬菜，而是开始
描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这些多元化的面塑题材一
出，令人啧啧称赞。如今，一个个面塑传承人、爱好者
纷纷亮出“绝活”“老手艺”，不但让面塑“活了起来”，
还让面塑“火了起来”“潮了起来”。

时代更迭，岁月流转。面塑源于汉代，已有千年
历史，随着时间的洗礼，面塑工艺不断革新，由食用变
为审美，由技艺变为文化，并在不同文化艺术的交流
碰撞中擦出了绚丽的火花，成为包罗万象的综合体。
如今，非遗技艺不断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在创新中创
造价值，让人们不仅做地理上的中国人，更成为文化
上的中国人。

非遗面塑是民间传统艺术的“活化石”，更是触手
可及的历史与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面塑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
为了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

一棒传一棒，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个个传承人和
爱好者与时俱进，不断钻研与创新，经过巧手制作，平
平无奇的白面，不但成为可食用的艺术品，还化身成
为可收藏的工艺品。通过传帮带等形式，让面塑走进
大众视野，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更多人爱上面塑、创新
面塑、传承面塑，逐渐将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只有坚守和传承，才能让
文化的种子生根发芽，在新的土地上绽放绚烂的光
芒。于是，我们在面塑上下功夫，以传统+现代、平面+
立体、2D+3D、“请进来”+“走出去”等形式，将面塑升
华成一件件创新面塑、时尚面塑，让非遗技艺不断地
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在创新中不断地创造价值，让面
塑“老手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走向了更为宽
广的艺术殿堂。

“指尖有绝技，面塑有传承。”凭借丰厚的生活阅
历和精湛的面塑技艺，面塑融会了现代意蕴，丰富了
传统文化的内涵……片刻之间，一个普通的面团被赋
予了灵魂，这就是面塑的魅力。

仓廪实，衣食足，而后有面塑。“面”其实是满足温
饱需求的物质，如果用来“塑”，就变成了满足审美需
求的艺术品，沉淀出特有的文化魅力。

非遗传承，人是关键。因家学渊源、个人喜好，一
批批面塑传承人和爱好者走上了非遗传承之路。他
们寓教于乐，让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他们与时俱进，
让更多人爱上面塑、传承面塑。

非遗面塑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审美价值，更在
于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传统社会中，面塑常常被
用于庆祝丰收、婚嫁、寿辰等重要场合，寓意着祥瑞和
美好祝愿。通过面塑作品，人们可以表达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同时，面塑也是一种教育和
传承的方式，通过手把手的传承方式，面塑技艺得以
代代相传。

从心尖到指尖，从物象到思想，从生活技能到面
塑产业，面塑一次次完成了人与土地、与生活、与世界
的互动和对话，让面塑“老手艺”遇上“新匠人”，在非
遗中寻找到文化和快乐，让面塑“活起来”“火起来”

“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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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塑艺术在我国黄河流域流传甚广，是红白喜事、传统节庆祭祀馈赠的珍贵艺术品。明清
“走西口”的盛行，让晋陕捏面人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传入内蒙古，并与当地民俗逐步融合，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面塑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传统+现代、平面+立体、
2D+3D等创新面塑形式层出不穷，被称为“立体的画无声的戏”，享誉国内外。

在准格尔旗，面塑非遗传承人和爱好者带着“文化家当”出深山，让非遗之美从黄河岸边走
向莫干山，首秀世界品牌大会。今年，准格尔旗非遗面塑还走进北京、走进巴黎国际博览会，再
次向国际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次次的精彩亮相，见证了准格尔旗非遗面塑的“文化巨变”，既秀
出面食绝活，亦亮出文化韵味。

叶爱连叶爱连：：让非遗走得更高更远让非遗走得更高更远

叶 爱 连 ，2022
年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准格尔传统面塑”代表性传承
人。叶爱连自小喜爱面塑，当她与面塑技
艺有了一面之缘后，便沉醉其中，把面塑当成了
生活的一部分，与面塑结下40余年的不解情缘。

面塑是准格尔旗的一种特有食品，有着浓厚的民俗
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艺术特色，是中国食文化的一朵奇葩。
据了解，面塑起源于汉代，距今已有千年历史。面塑俗称面花、
礼馍、花糕、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即以面粉为主料，调
成不同色彩，用手和简单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具有颜
色丰富、造型优美、体积较小、便于携带、材料便宜等特点，是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做春燕，捏龙凤，描花画叶欢吉庆。做寿桃，捏鸳鸯，结婚庆寿喜相
迎。”逢年过节、喜庆和重要活动时，叶爱莲都会用心做面塑，这些面塑既好吃
又好看，还蕴含着求吉纳福的祝愿，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叶爱连眼中，面塑不
仅是可以食用的艺术品，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仓廪实，衣食足，而后有面塑。叶爱连祖辈是山西人，山西面食花样繁多，人
们不仅把面食当作一日三餐主食，还精心用面粉塑造出各式各样的“面花”。在姥
姥和妈妈的言传身教下，叶爱连13岁便跟着母亲学做面塑，从捏花、兔子、蛇等各种
各样的“爬娃娃”开始，叶爱连对面塑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每逢过年过节，她都会做
一锅精致别样的面塑供家人品尝。后来，叶爱连把面塑当作爱好和生意来做，闲暇时，
到街上摆摊零售挣些零花钱。如今，她的面塑作品不但进学校、进社区、进单位，还上
了春晚的舞台。

在耳濡目染中，叶爱连的女儿和外孙也对面塑有了别样的情愫，时常有模有样地拿
一小块面捏制各种小玩意儿。如今，叶爱连不但带动家人和她一起做面塑，还走进校园传
授面塑技艺。在传承非遗文化中，叶爱连与时俱进，从平面向立体转变，从单素材向多元
化进军，不断扩展面塑的美感、广度和深度，让更多孩子爱上面塑、传承面塑，将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

“这是面粉制作的？太不可思议了”“这个面人能吃吗”“面塑能够存放多久”……走进
龙口幼儿园，叶爱连手把手教孩子们做面塑，孩子们积极主动学习，对面塑爱不释手。

从寻常灶台的食品，到街头谋生的“草根艺人”，再到非遗文化的面塑传承人，一路走来，
叶爱连用指掌塑造出幸福百态，让可食用的面塑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精美艺术品。

“捏面塑是一个精细活，需要耐心，更要创新。我们希望把面塑发扬光大，不断传承延续
下去，让面塑技艺走得更高、更远，把非遗文化做得更踏实、更坚实。”叶爱连说。

李云龙李云龙：：让更多人看见和喜欢面塑让更多人看见和喜欢面塑

小面团捏出“大千世界”，让传统面塑“潮”起来。在准格尔旗，除了大家常看到的可
食用的面人、花糕、花馍，还有人把它精雕细琢，做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让面塑变成“手
工艺”。

从酒店后厨走出的面塑达人李云龙就是这样的“守艺人”。李云龙 16岁学厨，凭借
对食品雕刻的热爱，他四处求学深造，不断钻研和创新。如今，他把食品雕刻的造型设
计融入面塑创作中，对面塑的造型和着色技术驾轻就熟，妙手塑乾坤，使传统面塑焕发
别样光彩，让非遗面塑在指尖传承。

在李云龙面塑工作室，他根据所需随手取材，在手中几经揉、搓、捏、压、按，用刀
灵巧地点、切、刻、划，塑成身、手、头面，披上发饰和衣裳，经过他的巧手，“花木兰”“关
公”“孔雀开屏”“丰收稻谷”等千姿百态的面塑作品就应运而生了。

在蓝天街道党员政治生活馆面塑展区，“56个民族一家亲”“蒙古人”“孔雀开
屏”“丰收稻谷”“红石榴籽籽同心”……这些精巧的面塑作品均出自李云龙之手，
一件件面塑展品以民族团结、红色故事、经典人物等为创作主题，向八方来客展
示面塑艺术，为政治生活馆增添了新的艺术注脚。

这一件件面塑作品的精巧之处在于，人物的表情或夸张或含蓄，恰到好
处。人物的服饰十分逼真，甲胄铮亮如新、吊穗纤毫毕现，令人赞叹不已。“艺
术来源于生活，更是一种升华。李老师的面塑作品形象逼真、稳重大方，他

的人物作品精雕细刻、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从内到外都很精致。现在，他
的作品在街道社区进行展示，让传统面塑进社区、进场馆，让更多人看

见和喜欢。”准格尔旗委统战部理论研究室负责人刘伟赞叹道。
“孔雀开屏”是李云龙最自豪，也是用时最久的一幅作品，他整

整花费了20多天才打磨完成。从食雕到面塑，李云龙已制作800
多件作品，其中面塑约有 300件。“做面塑是我的爱好，只要有

参考图，我就能做出来。现在，我还在申请准格尔旗面塑非
遗传承人，我希望把面塑做好，做出更多有代表性的作

品，让更多人看见、传承、喜欢面塑和食雕艺术。”李云
龙说。

从喜爱到钻研，从学艺到创新，一路走
来，李云龙的面塑之路越走越宽，不但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在社区有了展
览馆，还走进北京、法国等

地进行了巡回展览
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