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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泥塑是留存于商州区的一种民间传统美术，历史悠
久。来自商州区板桥镇板桥村的商州泥塑非遗传承人张云
马，以年华作笔，以汗水为墨，用双手和智慧，创作出了无数
泥塑作品，为了让商州泥塑发扬光大，他不断创新，并发展培
养出了 4 名传承人。目前，张云马研究整理出了一套富有个
人特色的传统泥塑彩绘技艺，并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宁夏、陕
西、甘肃、新疆、内蒙古、安徽等地从事泥塑彩绘及各类雕塑
工程，把商州泥塑推向市场，每年创收几十万元。

童年梦想的萌芽

8 月 2 日，记者见到张云马时，他正在工作室内给对泥塑
感兴趣的孩子们讲解雕塑技巧。他神情专注，一边讲解一边
对泥塑精雕细琢。说起泥塑，张云马打开了话匣子。

张云马的泥塑之路是从 7 岁开始的，那时，他经常看到
舅爷和父亲在泥土旁进行雕塑，很是好奇。于是，小小年纪
的他也学着大人模样，手握泥土雕塑起来。“小时候不懂，只
觉得好玩，谁知越长大还越喜欢泥塑了。”张云马说，从那以
后，他便常常临摹连环画，特别是《水浒传》的人物形象。除
了学习绘画，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还要帮父亲运输
红土。张云马回忆，小时候他常常跟随长辈到砖厂挖土，那
里的红土质地细腻，是制作泥塑的最佳材料。然而，挖土的
过程却异常艰辛，但他从未有过丝毫的怨言，反而在他心中
种下了坚韧不拔的种子，他知道，只有用最好的材料，才能塑
造出最完美的作品。

看到他为学习泥塑如此执着，张云马的父亲决定将这门
手艺传给他，于是他便成了家中第四代传承人。挖红土、和
泥巴、塑形……这些看似简单的步骤，实则需要极大的耐心
与毅力。起初，他总是用笨拙的方法模仿，父亲便手把手教
学，经过长期的练习，他逐渐掌握了泥塑的基本技巧。张云
马家中的第一代泥塑人，主要做泥瓦匠和传统古建筑修缮，
第二代传承人开始追求艺术上的升华，拓展泥塑种类。张云
马汲取前辈们的经验，不断临摹古代英雄人物、动物、花卉
等，以此来提升技艺。

追梦路上的磨砺

1997 年，由于家庭经济负担重，15 岁的张云马不得不外
出打工补贴家用，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泥塑创作，他怀揣
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从板桥镇只身前往新
疆。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到达新疆后，适合他的工作并不
多，只能去工地干体力活。

那些漂泊的日子里，有辛酸有无奈，但是张云马从未忘
记心中的热爱。为了提升自己的绘画技艺，他一边打工，一
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学习人物绘画。路边、桥洞下都成为了
他的临时画室，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不懈练习。经
过 3 年的历练，张云马回到了陕西，并在西安的一家雕塑厂
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成了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从此，

他正式走上了雕塑艺术创作之路。
“泥塑技艺与石雕、水泥雕塑技艺互通，雕塑厂刚好满足

这一点。”张云马说，在雕塑厂工作期间，他还结识了西安美
院雕塑系的学生，一闲下来他就向他们请教学习。凭借着对
艺术的敏锐感知和不懈努力，很快，张云马便从十几名雕塑
师傅中崭露头角，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我做雕塑用时短，更精细，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才能完
成的雕塑作品，老板看到后，就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独立创
作一座人物雕塑，并承诺如果作品出色，就送我去美院进
修。”张云马说，老板的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今后的道路。

对于从未上过大学的张云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改变命
运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张云马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
他几乎与外界隔绝，日夜沉浸在工作室里，废寝忘食地塑
形。一周后，他创作出了一个 1 米多高的人物雕塑，人物双
眼炯炯有神，身材曲线流畅，十分生动。老板看到后，震惊不
已，对张云马的才华赞不绝口。随即兑现了承诺，推荐他与
美院的学生和老师进行交流，让他能够进一步开阔视野，提
升艺术修养。不仅如此，老板还将西安大唐芙蓉园的大型雕
塑工程交给了他。

面对困难不言败

2010年，张云马接到一个订单，在创作过
程中，由于天气温度、空气湿度的变化，作品
在最后一步上色后，出现了变色的情况。

“当时看到作品颜色发灰，我十分着急，吃
不好睡不着，尝试了各种办法，用时好几
天，终于调制出了合适的颜色。”张云马在
雕塑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也遭遇了诸
多困难，从设计方案的反复修改，到施工
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
挑战，但张云马从不轻言放弃，每当遇到挫
折，他都会默默地鼓励自己，告诉自己一定
要坚持下去。

几年前，张云马接到了城市雕塑工程的
订单，他与团队用时一个月，在商州区西背街东
北角创作出了《商山早行图》雕塑。“这组雕塑我当
时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古时候人们食不果腹，需要用
衣服的纹路来表现，这样才能活灵活现。”张云马说，在创
作过程中不时有群众围观，一开始他有些紧张，创作灵感会
受到影响，后面慢慢习惯，努力让自己在创作中做到旁若无
人，不受外界干预。有时候为了赶工期，张云马经常连夜工
作，累了就靠在户外搭建的棚子里稍作休息，醒来后又继续
投入创作中，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让他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的难关。

由于泥塑作品市场需求有限，经济效益相对较低，为了
让商州泥塑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张云马大胆创新，将传统
泥塑工艺融入水泥雕塑和石雕技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张

云 马 的 作 品 逐 渐
走出陕西，走向全

国。安徽、广东、新
疆、内蒙古等地都能

看到他创作的雕塑，大
部分以古代人物雕塑为

主，这些作品风格各异，有的
大气磅礴，有的细腻婉约，展现

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创
作风格。

传承技艺铸匠心

在传承和发展商州泥塑的道路上，张云马不仅自己追求
进步，还积极培养接班人。他收了 4 个徒弟，张云马总是不
厌其烦地给他们指导，从简单的绘画基础知识到复杂的雕刻
技巧，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徒弟们的技艺日益精湛，有了在行

业立足的本领。张云马还常常告诉徒弟们，唯有一技傍身才
能走得长远，虽然泥塑的制作过程从整体上来说并不复杂，
但其中的雕刻环节却需要极大的专注力，尤其是人物面部表
情的刻画，每一个细微的线条、每一处微妙的表情变化，都需
要精心雕琢，反复揣摩。看到徒弟们对泥塑这项技艺的热
爱，张云马的内心充满了自豪。

为了将商州泥塑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看到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魅力，张云马不辞辛劳，游历全国各地。每到一处，他
都会仔细观察当地的雕塑作品，学习新的技艺和创作理念。
遇到好的作品，他会当场画下来，回到陕西后再进行深入研
究，将所学所悟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使作品更加精细化、更具
感染力。他创作的城市雕塑不仅为城市增添了艺术气息，也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

“我将不忘初心，努力把商州泥塑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人看到。”这是张云马作为非遗传
承人坚守的信念，他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艺术的热爱
与执着。

传承泥塑技艺 铸就非凡人生
本报记者 方 方

7 月 24 日，2024 年镇安塔云山第三届文化旅游节
开幕。来自市内外的游客相聚于此，享受着塔云山
22℃的清凉和无限的自然美景，深切体验这里丰富的文
化旅游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塔云山不仅以其斑斓的自然风光闻名，更以其深厚
的道教文化底蕴吸引着世人。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景
区对商洛籍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并特邀镇安县剧团、
西安百人汉服团、陕西兰雅艺术团等在景区内的关键景
点进行汉服走秀和表演，艺术与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
充分展现了文旅融合的深刻内涵。

游客张先生表示：“参加这次文化旅游节让我感到
非常愉快，不仅观赏到了精彩的表演，还见证了塔云山
沿途的壮丽风光，这次旅行真是物超所值。”

西安的汉服爱好者张女士激动地说：“能够参与这
次文化旅游节，我感到无比荣幸。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塔

云山，这里的景色美得令人难忘，气候宜人，穿着汉服游
玩非常惬意。希望塔云山今后能多多举办此类活动，让
我们有更多机会来此享受。”

据了解，连日来，镇安县塔云山景区推出了一系列
多元文化节目，以独特的秦岭山水云海景观为背景，通
过现场活动结合云端直播，为游客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文
化的盛宴，从而激发了生态文化旅游消费的新动力。

近年来，塔云山景区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积极传承和弘扬塔云山的历史文
化，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自 2022年
4 月起，景区启动了 5A 级景区的创建工
作 ，不 断 完 善 提 升 基 础 设 施 和 服 务 品
质。2023 年，塔云山的云海景观荣获

“全国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称号，景区
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持续提升。

以 节 为 媒以 节 为 媒 旅 游 升 温旅 游 升 温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夏泽梅夏泽梅 李立彬李立彬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英剑）近期，丹凤县抢抓暑期旅游黄金季，精心策
划文旅活动，全面提升服务水平，灵活开展宣传推广，全力激发暑期文旅消
费活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精心策划文旅活动。依托棣花古镇、丹凤葡萄酒等资源，开发了“避
暑纳凉”体验游、“商於古道”文化游、“一城红酒”品位游、“党性体检”红色
游、“秦岭秘境”探险游等精品旅游线路，打造了“陕南第一高”摩天轮、《棣
花印象·宋金往事》实景演绎等一批地域特色打卡景点，目前研发特色菜
品 12 个，开发文化体悟、红酒品鉴、拓展训练等项目 35 项，研发文创产品
20 余个。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不断夯实分管县级领导、主管部门、属地管理、运
行主体“四方责任”，聚焦接待服务水平提升、景区游乐设施检修、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餐饮行业卫生检查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环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组织培训景区景点、酒店、旅行社工作人员 200 余人次，检查景区景点
18个、餐饮门店 52家，“体检”设施设备 61个。

灵 活 开 展 宣 传 推 广 。 通 过 召 开 文 旅 推 介 会 、发 布 旅 游 攻 略 、传
统 媒 体 报 道 、与 携 程 美 团 等 平 台 合 作 、联 合 周 边 地 区 旅 行 社 开 展 营
销 活 动 等 形 式 ，全 方 位 、多 层 次 、宽 领 域 开 展 宣 传 推 广 ，累 计 举 办 旅
游 推 介 活 动 18 场 次 ，发 布 推 广 视 频 86 条 ，多 措 并 举 吸 引 各 地 游 客

“ 夏 游 丹 凤 ”。

丹凤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新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旭）今年以来，洛南县石坡镇着力夯实乡
村 文 化 阵 地 建 设 、统 筹 推 进 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不 断 挖 掘 文 化 资
源 ，持 续 改 善 群 众 精 神 风 貌 ，让 乡 村 文 化“ 软 实 力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硬支撑”。
以文强基，阵地变灵活。石坡镇投资 69 万元在石坡街社区建设 13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百姓大舞台应运而生，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星光大道”。
加强文化阵地的管理和利用，对镇村级老旧设施进行更新优化，村级农家书
屋、文化活动室免费开放，文化广场健身设施全覆盖，满足了群众对公共文
体设施的需求。

以文化人，乡风更文明。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成立文化志
愿服务队 18 支，评选各类典型 70 多人，开展“典型模范”宣讲活动 30 多次，
用心用情讲好石坡故事，让文明新风浸润群众心田。

以文惠民，幸福再加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组织“民乐园”
围绕“四种陋习”整治精心编排的快板《移风易俗树新风》、小品《有孝
才有家》、眉户戏《天下父母心》等文艺节目反响热烈。截至目前，已演
出 16 场次。“电影+锣鼓队”助推移风易俗的场景随处可见，群众参与
度明显提升。

以文促旅，焕发新活力。每季度召开文保员培训会，相继开展丁兰寺、
石坡遗址、张湾大白松等文保点安全检查 12 次，保护传承历史和文明。深
入挖掘金鞍村鞑子梁、桃花岛、周湾村苍鹭园、香山村溶洞等特色资源，因地
制宜打造纸房村、周湾村等“千万工程”示范村，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的生机
与活力。

石坡镇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张云马与团队在张云马与团队在
商州城区制作的商州城区制作的《《商商
山早行图山早行图》》雕塑雕塑

张云马制作泥塑作品张云马制作泥塑作品《《秋水伊人秋水伊人》》

汉服走秀和百人汉服团汉服走秀和百人汉服团
风采展示深受游客好评风采展示深受游客好评

镇安县剧团表演民间渔鼓镇安县剧团表演民间渔鼓

镇安塔云山第三届文化旅游节吸引了众多游客镇安塔云山第三届文化旅游节吸引了众多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