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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狗娃咪失传，我到现在还
在捏。”74 岁的老人陈五斤说。3 月 15
日，记者来到商州区大赵峪街道龙山村
陈五斤家中时，陈五斤刚刚捏了一批狗
娃咪出来。陈五斤是商州区东龙山狗娃
咪的传承人，已是满头白发。他新捏的
十几个狗娃咪还是湿润的，和其他两盘
已经晾干的相比，颜色略显重些。这些
狗娃咪放在小院窗下的桌子上，瞪着大
眼，憨态可掬。

“这些就是儿童玩具。过去没有啥
耍的，娃们都稀罕这个。”陈五斤回到屋
里坐下来，揪下来一块红胶泥，边捏边
说，“我妈以前老捏呢，捏了一辈子，闲了
就捏，到了晚上点上灯捏，她爱捏这个，
捏得最好。”

陈五斤的母亲，是村里有名的老艺
人冀彩凤（已故）。记者从商州区非遗
保护中心了解到，东龙山狗娃咪具体产
生年代无从考证，早在清朝时期，就有
狗娃咪在当地庙会上出售。狗娃咪的
捏制手艺在龙山村代代相传，几乎户户
都精于此技。80 年代之前，狗娃咪是当
地儿童的主要玩具；80 年代后期，随着
社会的发展，古老的狗娃咪逐渐被现代
玩具所取代，但仍有一部分远销省外，
甚至走出国门。

东龙山狗娃咪流传数百年，不仅作
为一种儿童玩具，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品，

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
造型上的象征性，如“鸡”象
征 吉 祥 、“ 猴（侯）”象 征 权
贵、“狮”象征神圣等。另外，

东龙山位于紫荆古人类遗址附
近，是龙山文化的沉积地，从考古

出土的器物以及同时期其他遗存来
看，狗娃咪造型与这些出土物有着极为
相似的造型，其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论
证，因此，狗娃咪还具有一定的考古价
值。为了传承和保护东龙山狗娃咪这个
项目，在商州区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多
年的努力下，2011 年，“商州东龙山狗娃
咪”被列入省级第三批非遗名录。

“狗娃咪的制作共有取土、制泥坯、
捏制、烧制、上釉色等工序。”陈五斤边
捏 狗 娃 咪 ，边 介 绍 着 狗 娃 咪 完 整 的 制
作 流 程 。 首 先 ，取 东 龙 山 特 有 的 红 胶
泥土——红坂土，碾碎过筛，置于青石上
日晒，待干，再用水洒湿，置几个时辰，让
它充分濡服后，和成泥团，用锤捶打，直
至细绒，装于瓦罐中待用（可储存数月，
甚至数年）。捏制时，取出瓦罐中的泥
坯，揪成小团，开始捏制。这个过程全凭
自己的手艺，用左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
住一截泥条，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先捏出
狗 娃 咪 的 头 部 ，再 捏 出 狗 娃 咪 的 4 条
腿。然后，左手拿着捏好的狗娃咪，右手
用一根约 8 公分长的细枣木棍，从狗娃
咪嘴部到脖子部捅出一个小孔，最后，用
枣木棍从脖子一端出口往狗娃咪肚子再
捅一个小孔。就这样，一个憨厚稚趣的
狗娃咪便捏成了。“这个小孔就是气流经
过之处，娃可以从这儿吹口哨，狗娃咪也
叫‘狗娃哨’，就是从此而来的。”陈五斤
笑着说。

这还只是初步的过程，捏狗娃咪很
快，陈五斤捏一个中等大小的狗娃咪成

坯大概用时在两分钟。捏制好的成坯还
要放在小院儿里晾晒，待干后置于厨房
的灶膛中，用烧饭时的火候烧制半个多
小时后取出，待温度适中时，以松香涂其
身，则显通体乌黑铮亮，再以黄胆红点
缀，整个制作便完成了。“烧制过程比较
考验技术，要掌握火候，不然容易炸开。”
陈五斤介绍。

东龙山狗娃咪的造型多为小狗、小
猫、小鸟、小狮、小猴、人骑狮、人骑狗、猴
骑狮、狗骑狮等，形制小巧，最小仅有半
寸，最大不过两寸，通体乌黑铮亮，一抹
艳红点缀其上，形象稚趣可爱。经过民
间艺人的大胆夸张变形，狗与狮昂首挺
胸，四腿分立，造型既憨态十足，又骁勇
雄健，显得淳朴、生动、粗犷、稚趣，乡土
气息扑面而来。“捏什么造型全凭手艺人
的想象和经验，所以每一只狗娃咪都是
独一无二的。”陈五斤看着自己捏出的狗
娃咪，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年轻人觉得捏狗娃咪工序繁琐、

利润微薄，都不愿从事这个行当……”
陈五斤说着说着，遗憾地低下了头。随
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不断创新，新型
玩具的不断涌现，传统手工艺面临着消
亡的境地，商州狗娃咪也难以幸免。老
艺人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年轻人都不
愿从事此行当，因而前景日渐衰微。目
前，陈五斤还依然从事这项传统手工技
艺，逢年过节捏制不同造型的狗娃咪进
行展销，为这项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尽着
自己的一份力。

陈五斤和他的狗娃咪
本报记者 胡 蝶

本报讯 （通讯员 谢 丹）
花馍，也称“面花”，是中国民间面
塑制品，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3 月 19 日，在柞水县乾佑街道
皓月小区刘姨家里，10 多名花馍手
工技艺爱好者和有志从事该项技艺
传承的中年妇女聚在一起，正参加
花馍手工技艺培训。她们一起学习
技艺、传承非遗，用多彩花馍“蒸”出
幸福生活。

“首先是揉面，面一定要揉软拉
松，只有揉透醒透的面才能做出形
状优美入口松软的花馍。”刘姨一边
做示范，一边讲解，“通过切、揉、捏、
揪、挑、压、搓、拔等手法，再配上模
具、剪刀、筷子等工具，制作出形式
多样的造型，充满个性和创意的花
馍就制作完成了。”

学员们听得仔细、学得认真，培
训氛围轻松活跃。“这些作品真是太
漂亮了，蒸熟了都不舍得吃。”学员
们边说边拿出手机给自己的作品拍
照，发朋友圈。“学做花馍的过程太
有意思了，我想学会做花馍，传承好
这个传统技艺，也让我们这些家庭
妇女有自己的爱好和手艺。”参加活
动的王大姐高兴地说。

柞水刘姨花馍是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近年来在柞水发展初见成
效。“花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一样
的内涵表达。年夜饭上，面鱼代表
年年有余，元宝象征着招财进宝；在
祝寿、祝福和升学仪式中，花馍代表
着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孩子周岁
时，花馍虎虎生威，增添生气。”刘姨
在培训中边讲解制作过程边给大家
介绍花馍的意义，还“显摆”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这一年
到头都在家里制作花馍并销售，下半年是销售旺季，一个
月能赚一万元。”刘姨说，这门手艺让她既能做自己热爱的
事，又能赚钱贴补家用，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幸福感。

一个个在巧手中绽放的花馍，蕴含着丰富的柞水乡土
文化气息，汇聚成民间习俗、文化遗产、乡土风貌。手工花
馍成为三秦大地上的温情“宝藏”，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华
传统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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