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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有一股泥土的味道。
在惠山脚下“寺塘泾”旁的“泥人

一条街”，叮叮当当的打泥声不绝于
耳。位于街中央的蒋氏祖屋里，蒋三
元（1860—1911）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
子下面，用一团黑色的泥巴，仔细捏一
个小泥人儿。这种时候，他不喜欢被
打扰。

但他希望儿子蒋金奎（1899—
1977）来打扰。果然，小子屁颠颠地跑
过来。蒋三元从一大块黑泥中抓取出
一小块，放在手里搓成条，然后故意把
一端压弯，立在桌子上。还没桌子高
的儿子蒋金奎，就一直盯着那块立着
的泥土，下弯的部分没有继续下塌，整
块泥土也没有下坠。这个时候蒋金奎
会特别惊讶也特别高兴：一团泥，经过
爹爹的手，一个人物、一只动物，三下
两下就捏出来，和变魔术一样令人称
奇。

时光定格在清光绪年间。蒋三元
已是惠山泥人街上成功的经营者，开
了一爿自产自销的“蒋万顺泥人耍货
店”。“细货”精致，“粗货”更是闻名于
业内。

蒋三元从六岁开始，就随祖父蒋
万顺学做泥人，现在他六岁的儿子又
跟他学做泥人，这叫代代相传，口口相
授，手手相教。一条街上的泥塑手艺
人都是这样的，跟着爷爷爸爸学习祖
传，爷爷爸爸都是种田的粗人或祠丁，
没理论没文化。也就是说，无锡惠山
泥人，它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艺术，
泥随心造，它呈现的是多姿多彩的民
间习俗。

“我俚捏戏文，凭兴致格。”蒋三元
嘴上老挂着这句话。后来儿子蒋金奎
也常讲，“我们做惠山泥人是‘依心曲
自来唱 ’。”

早期蒋三元的惠山泥人以“粗货”
居多。“粗货”亦称“耍货”，主要供儿童
玩耍，形象大都为儿童与动物，造型简
约夸张，彩绘粗犷鲜明，工艺简单快
捷，生活气息浓郁，以简单的陶模压塑
印制，也称为“印模”。即先做好原型，
然后翻印出泥胎（模子），用湿布或湿
笔擦洗表面，以保持作品表面的光洁
与平整，待模子晾干后，还要用火烤一
下。

耍货中的小型玩具多为单片模制

成，泥人的正面用一块模子翻印，背面
用手按平即可。这种泥人通常是实心
的。蒋三元与其它手艺人，后来动脑
筋发明了另一种双片模印制，正反面
都用模子印成立体造型。双片模印的
泥人可以形成空心状，减轻了泥人的
重量。他们制作的“观音”“寿星”“大
阿福”和各种扑满等都是双片模印制。

经蒋三元捏制的“粗货”泥人造
型，饱满丰腴，外轮廓一律弧线完成，
整个作品都不见棱角，绝无斧斫痕
迹。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高度的概括
能力和简练的手法。

惠山泥人素有“三分塑、七分彩”
之说，可见彩绘的重要。蒋三元先要
在泥胎上涂一层白粉，称为“打底”，然
后逐层施彩。他非常重视色彩的含蓄
与和谐。传统工艺采用矿物质中国画
颜料上色，常用的有花青、石绿、赭石、
青莲、群青、金粉、银粉等。这些颜色
所形成的气氛和谐、内在，构成了含
蓄、古朴的风格。

“细货”亦称“手捏泥人”，是在惠
山泥人进入兴盛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品
种，以手工捏塑戏曲人物和折子戏文
情节为主，所以又叫“手捏戏文”。当
时在惠山最出类拔萃的艺人是周阿生
和丁阿金，他们在“手捏戏文”的捏塑
和彩绘上都有过很大的创造发明。他
们是蒋三元最要好的同行朋友，也是
他最认可的同行师傅。

最初的手捏戏文多为“捏段镶
手”，即先以手工塑出身段、手臂等各
种部件，然后组装黏合在一起。继“捏
段镶手”之后，又出现了“印段镶手”工
艺，即先用模子印制头和身段，然后捏
出手臂镶装上去。镶手时，还必须加
一条泥片，以使肩膀平稳，手臂坚固。
不论哪种方法，都必须在泥料中掺加
棉花或丝绵纸。

“细货”较之“粗货”以近似写实为
艺术基调，造型精美，彩绘精细，工艺
精湛，人物个性突出，情感丰富，所以
深得外地游客尤其是上海人的欢迎。
蒋三元经常应上海客人要求定做手捏
戏文，他从这个业务中觉察到商机，与
以“细货”见长的艺人丁荣培（丁阿金
长子）的泥人作坊联合，在上海商业繁
荣的城隍庙开设“天顺华泥人店”和

“大世界泥人店”。
如果说初期的泥玩具以单纯、洗

练著称，那么手捏泥人则是以生动、活
泼见长。它细腻的表现手法和明净绚
丽的色彩，无一不流露着江南人的审
美习性。蒋三元和丁荣培在手捏戏文
的工艺过程中，始终坚持“从下而上”

“由里到外”的原则。“从下而上”是指

从人物的两只脚开始塑，向上逐步塑
造出腹部、胸部，最后安上头，这样，容
易掌握人体的比例和变化。“由里到
外”的意思是先塑造人体的躯干，然后
添加裤子、裙子等衣服，这样就不会破
坏骨干的姿态。做衣服时讲究“边薄
中厚、下薄上厚”，衣袍的边缘薄一些，
可使边缘整齐规矩，又能增强衣纹的
飘逸感；泥片的上部和手臂间要增加
一点厚度，可以保持较高的强度，不易
损坏。

蒋三元创作的手捏戏文《定军山》
《长坂坡》《桃园三结义》等，精巧美观、
生动传神，其造型方法讲究“一印”“二
捏”“三镶”“四压”。一印，是用模子印
出头形的坯胎，然后稍加修饰，再加上
装饰品；二捏，是捏出身段；三镶，是把
头和手臂安在身段上；四压，是在镶好
手臂的泥人身上压出衣纹。

蒋三元和丁荣培在联合经营十多
年里，珠联璧合、情同兄弟，谱写了惠
山泥人史上一段佳话。他们最先把惠
山泥人店铺开设到上海，让更多人把
手捏戏文买回家放在案头，并通过上
海这个窗口把惠山泥人销往海外，对
扩大惠山泥人的影响起到了重大作
用。

家传师授，使蒋金奎从小就天赋
独具，聪慧过人。7岁时，蒋金奎被父
亲送进了惠山寺千香殿“锡麓书院”读
书。父亲蒋三元说：“我读书少，文化
程度不高，我的泥人多是在传统造型
上变变小花样，希望我的下一代不同
于一般的民间艺人，能集各家名师所
长，创作出优秀作品。”

儿子蒋金奎、侄子蒋子贤都不负
他的重望，日后成为杰出的惠山泥人
大师。

蒋金奎13岁时，父亲去世，他开
始独立支撑商店。幸得丁荣培将贤惠
能干的女儿嫁入蒋家，帮助照应一切，

“蒋万顺泥人耍货店”长盛不衰。他的
店尤以粗泥货知名，虽说粗泥货主要
靠模子成批翻制产品，但蒋金奎肯动
脑筋，时常创新品种，题材都是来自老
百姓的生活。蒋金奎捏的春牛、蚕猫，
绝不带重样的，来买的人都很喜欢。

“蚕猫”和“春牛”是惠山粗货泥人中与
农耕活动紧密结合的典型。

譬如在春耕时节畅销的“泥春
牛”，牛身上绘着青黄两色，共同寓意
庄稼的良好成长和收成。惠山农村中
也流传着这样的民谚：“摸摸春牛头，
种田不用愁，摸摸春牛脚，种田不用
慌。”蒋金奎的“泥春牛”正是应承这种
民俗、农俗而制作的。

在惠山泥人的儿童玩具中，最常
见的是蚕猫。

在清代《广蚕桑说辑补》“杂说”中
就有记载，“蚕最为鼠所喜食，饲蚕者
不可无猫。无猫之家，每以泥塑假猫
外加粉饰，置蚕室中吓鼠，此可暂持，
久则不灵。”

彼时江南之地，多为桑蚕之家，鼠
患严重，偷吃蚕宝宝，对养蚕威胁很
大。养蚕户就买了蚕猫来镇鼠。久
了，农村形成了习俗，只要养蚕户，家
里有猫没猫都会买一个惠山泥人的蚕
猫放在养蚕室。

蒋金奎捏泥技艺高超，并以捏蚕
猫十分传神而闻名，被尊为惠山泥人

的“猫王”。“蚕猫”是一种高约11cm的
泥猫，呈蹲坐状，通身金黄，并用破笔
梳画出黑色斑纹，圆目怒瞪，长须似
帚，形如猛虎，威风凛凛。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蚕猫”
“春牛”同“大阿福”等一起成为庙会、
节场、集市的热销品。同时还有“车张
仙”“车状元”“车老翁”“车老虎”等一
系列装有托板和泥轮、可以灵活滚动
的泥玩具，亦有用多个小泥人叠起来
的“叠罗汉”（惠山泥人行业称为“堆
子”），还有身披锦衣、头簪茉莉花的

“小花囡”，以及身背娃娃，缠着小脚的
“苏州娘姨”。这些造型各异、色彩缤
纷的乡土泥塑，构成了惠山粗货泥人
的绚丽画卷。

惠山粗货泥人的主要市场在农
村，销售对象除了周边地区赶节场和
庙会的农民外，还有苏北船帮。每年
中秋节前后，苏北就有六七百条船，约
2000余人，陆续来惠山采购泥人。贩
运泥人是当时苏北部分农民的副业，
他们带来了米、豆、棉花、花生之类的
农产品，多半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取
泥人。每到八月半，苏北人就摇着“毛
毛船”到蒋家门口，用带来的米、棉花、
大豆换走“蚕猫”和“春牛”等粗泥货，
再沿途兜售，或做套圈游戏的道具。

除苏北船帮外，还有部分无锡的
“干面船”（贩运面粉的船）将泥人捎带
到外地。惠山粗货泥人赖此运销到江
苏广大农村，部分还流入山东南部和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

1921年，蒋重珍（无锡历史上首位
状元）后裔在惠山上河塘建起蒋氏宗
祠，蒋金奎的家及店铺就在祠堂隔壁，
他一边经营惠山泥人生意，一边挑起看
护祠堂重任。这以后好多年，蒋金奎的
泥人生意越做越兴旺。“回眸创业先宗
事，弹指经年后世鸣”，蒋金奎把它归功
于祖先庇佑。他为人诚恳，乐于扶助同
行，商业信誉良好，一时间，他开的泥人
店门庭若市、闻名四乡。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侵华，
无锡沦陷，社会动荡不安，惠山泥人作
坊纷纷倒闭，艺人们流离失所。在这
期间，坚守着这项传统手艺的蒋金奎，
移家眷到内地，自己孤身一人守家园，
除制作原有的经典泥人外，还创作了
以抗日为主题的“马竹”等作品，来表
达对外国入侵者的愤慨之情，并激发
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十分重
视对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开发和保护，
1954年7月，无锡市成立了惠山泥人
生产合作社，年愈50岁的蒋金奎积极
加入合作社，是省联社筹备委员会委
员、无锡市人大代表。1958年，合作社
改成惠山泥人厂，惠山泥塑得以高速
发展，期间，蒋金奎积极投入火红的生
活，潜心钻研，集各家之长，融会贯通，
继承和发扬了惠山泥人的地方风格，
创作了《渔民之子》《乘风破浪》《水乡
丰收》等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广受好
评。

当然，最让蒋金奎庆幸和骄傲的
事情，是他启蒙和影响了他的外孙女
——当代惠山泥人杰出代表人物、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喻湘
涟。 （图片由蒋立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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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心曲自来唱
“惠山泥人”手艺人蒋氏父子的故事

｜杨文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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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20世纪50年代全家照，前排右一蒋金奎，后排左一喻湘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