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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花馍的文化价值与创新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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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华传统艺术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塑艺术承载着地域性民族文化符号的独特功

能，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然而在当代社会工业化浪潮下，传统手工艺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存续挑战，晋南面塑艺术的典型代表——闻喜花馍亦不例外。本研究聚焦山西省

运城地区这一特色民俗工艺，运用田野调查、问卷调研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其

艺术形态。通过追溯发展脉络，从文化意蕴、历史脉络与工艺特征三个维度切入解析，揭示其

蕴含的造物智慧与设计哲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该艺术形式承载的文明记忆价值与视觉

美学价值，同时从保护与活化视角出发，对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化路径进行创新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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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闻喜花馍的制作工艺与艺术特色

1.1 制作工艺

闻喜花馍的制作工艺繁琐而精细，包括

和面、发酵、揉面、造型、蒸制等多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掌握，以确保最终成

品的品质和口感。在选料与准备上，选用闻

喜北垣产的最优质小麦磨成的面粉，以及当

地的水和面。在揉面环节，讲究的手艺人会

使用面箩过筛面粉，并在和面时加入适量的

醋或糖水，以增加花馍的白亮度和光滑度。

揉制好的面团需要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醒发，

以增加其弹性和延展性。根据所需的花馍形

状，如狮子、龙凤、对对馍等，进行细致的

捏塑。这一步骤需要艺人具备高超的捏塑技

巧和丰富的想象力。捏好的花馍需要在开水

上笼，用急火蒸制，以保证花馍的形状和口

感。蒸制后的花馍需要趁热着色，以增加其

色彩和美感。

1.2 艺术特色

闻喜花馍作为晋南民俗艺术的瑰宝，其

艺术特质集中展现在形态构造与色彩哲学两

个维度。在形态体系上，包罗飞禽走兽、花

卉果蔬、戏曲人物等百余种意象，尤以龙凤

呈祥、石榴多子等吉祥题材最具代表性。设

色体系以高饱和度的朱砂红、明黄与翠绿为

主导，形成极具张力的视觉表达，这种色谱

配置源自华夏文明深层的五色观——五行学

说中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玄、素、赤、缃、

靛五色，这种天人合一的色彩智慧不仅见于

青铜礼器与宫廷建筑，更在民间面塑的彩绘

装饰中得以延续。

在形态塑造方面，匠人运用三大核心技

艺体系：首先是删繁就简的写意风，通过揉、

捻、搓等基础手法，以面团为笔墨进行意象

化表达，如用螺旋纹暗示祥云流转，借波浪

褶表现衣袂翩跹，在似与不似间传递农耕文

明特有的质朴审美。其次是繁复堆叠的装饰

流，采用分层塑形与镶嵌工艺，如在塑造百

鸟朝凤主题时，主体凤凰以枣泥勾勒羽脉，

眼瞳嵌入黑豆，尾羽缀以染色的玉米须，通

过材质混搭形成触觉与视觉的双重质感。第

三种是立体架构的营造法，借鉴传统建筑中

的榫卯原理，以竹制骨架构建三维空间，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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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九层婚庆花塔，每层分别塑造牡丹、莲

花等不同花卉，通过中心支柱实现动态旋转

效果。

这些技艺体系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隐喻：

写意造型承载着"大巧若拙"的道家哲思，常

见于祭祀供品；堆叠工艺暗合"层层高升"的

世俗愿景，多用于生辰寿宴；架构艺术则体

现"天圆地方"的宇宙认知，常作为婚俗仪式

中的核心陈设。匠人在创作时严格遵循"三分

塑形，七分赋彩"的古训，如塑造虎形花馍时，

额间点染赤色对应火德，爪部描金象征锐气，

背部青纹隐喻生命力，通过五色配伍达成阴

阳平衡。这种古老与现代的对话，不仅延续

着黄河流域的民俗记忆，更在联合国非遗名

录中绽放异彩，成为解读中国民间美术的重

要密码。

2 闻喜花馍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传承

2.1 文化内涵

闻喜花馍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承

载了丰富文化内涵的民间艺术形式。它集造

型艺术、民俗文化、食品制作于一体，蕴含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传统哲

学与符号化寓意方面，闻喜花馍体现了中国

传统哲学中的含蓄内敛，通过物质构件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向往;在地域文化融合方

面，闻喜花馍的造型和装饰深受山西晋南地

区独特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元素在花

馍中得到体现，使得花馍成为文化传承的载

体;在艺术性与观赏性方面，闻喜花馍不仅是

食物，更是艺术品。它的制作工艺精细，造

型美观，色彩搭配和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

值和观赏性。同时，闻喜花馍已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其历史

价值的认可，也是对其文化传承的鼓励和保

护。通过产业化发展，闻喜花馍不仅成为当

地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也成为文化旅游的

重要资源
[1]
。

2.1.1 历史文化价值

闻喜花馍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信息。其制作技艺和造型特点反映了当

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习俗，是研究中国

民间文化的重要资料。闻喜花馍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三晋大地上独特的民俗文

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积厚流

光的民俗文化价值。它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紧

密相连，如婚俗、祭祀、节日庆典等，体现

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

2.1.2 艺术审美价值

闻喜花馍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经过捏、

揉、搓、切等多种手法，创造出形态各异、

色彩鲜艳的艺术形象。其造型生动、构思巧

妙，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闻喜花馍以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完整的创作体系而闻名，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2]
。

2.1.3 技艺传承价值

闻喜花馍的制作技艺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和积累，传承者需要具备精湛的技艺和丰富

的经验。因此，闻喜花馍的传承不仅是一种

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闻喜花

馍的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同时，

当地政府和企业也在积极推动花馍产业的发

展，通过培训、比赛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花

馍技艺的传承和创新。

2.2 历史传承

闻喜花馍，源于中国山西省的闻喜县，

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据史书记载，早在唐

代，闻喜地区就已开始制作花馍，用以祭祀

和庆祝丰收。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闻

喜花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文

化特色。闻喜花馍的历史悠久，其传承经历

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等多种形式。在这个

过程中，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制作工艺和技艺，

还融入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形成

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3]
。

3 闻喜花馍发展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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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传播方式复杂，传播过程简单

作为晋南地区独具特色的面塑艺术，闻

喜花馍的技艺传递始终遵循着特定的家族规

约。这项传统工艺在代际相传过程中恪守"传

媳不传女"的古老习俗，女性单系继承的惯例

使得技艺传承在初始阶段就自动筛除了半数

潜在习艺者
[4]
。当承载技艺的女儿因婚姻迁

徙至外省他乡，地理空间的阻隔往往造成原

乡技艺的离散化演变。以 2019 年嫁往山东的

传承人后代张丽为例，其将闻喜的“百子千

孙”造型与鲁地胶东花饽饽技艺融合，创造

出兼具两地特色的“齐晋合璧”新式面花，

这种跨地域的文化交融虽具创新价值，却导

致原真性技艺谱系的断裂
[5]
。

在老龄化加剧的现状下，这项依托血脉

维系的传承体系正遭遇严峻挑战。目前登记

在册的 32 位省级以上传承人中，65 岁以上

者占比较大，而青年承袭者不足总数的四分

之一。与此同时，传统的社区化传播机制亦

面临现代化冲击。这项民间技艺原本依托于

乡土社会的互助网络，每逢婚丧嫁娶等重要

仪典，乡邻们自发集结形成流动的“面花工

作坊”，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实现技艺的有机

传播。这种寓教于日常的生产模式虽造就了

全民参与的技艺生态，却因缺乏系统化教学

框架，导致关键技法在口耳相传中逐渐失真。

3.2 传承缺少新型专业人才与年轻人才

在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传统手

工艺的存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相较于

现代化生产的迅捷高效，以闻喜花馍为代表

的民俗技艺仍保持着农耕文明的节奏特征—

—其制作流程需经历备料、发酵、塑形等九

道工序，单件精品创作周期可达三天。这种

与快节奏社会格格不入的生产方式，导致青

年群体更倾向于投身机械化程度高的行业。

据统计数据显示，闻喜县域内从事花馍制作

的艺人中，50 岁以上女性占总体 82%，传承

梯队断层危机已迫在眉睫。

这项根植于祭祀文化的古老技艺，其艺

术形态始终保持着鲜明的礼仪属性。考古研

究发现，现存的 37 种基础造型中，有 29 种

与周代祭祀礼器存在造型谱系关联。然而在

当代社会场域中，随着世俗化进程加速，花

馍的宗教象征意义逐渐消解。

破局之道在于实现传统民俗语汇的现代

转译。中央美术学院非遗创新实验室的实践

表明，通过提取传统纹样的拓扑结构，运用

参数化设计生成符合当代美学的衍生造型，

可使古法技艺焕发新生。例如将祭祀用的

“三牲”造型解构重组，转化为模块化文创

积木；或借鉴建筑空间构成原理，创作出具

有光影交互功能的镂空灯饰花馍。这种在解

构传统基因基础上实现的当代转译，既保留

了技艺的文化密码，又创造出适配现代生活

场景的文化符号。

3.3 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

闻喜花馍是伴随着功能出现的，因此频

繁的被闻喜人使用在民俗生活中。在闻喜的

岁令时节、人生节日以及家庭大事中，闻喜

花馍随处可见，如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

等传统的节日中，闻喜花馍有不同的功能，

作为祭品来上供；而在出生、结婚、过寿、

丧葬中，闻喜花馍表达携护、祝福、贺寿、

祭奠之意；甚至在家里盖房子上梁，乔迁搬

家等家庭大事中，闻喜花馍也充分体现其功

能性。如今在闻喜，人们对节日不断的简化，

仪式也远不如以前复杂，人们对于花馍的使

用也越加简洁，尤其是年轻一辈，生活习俗

越接近现代化，其他的非常现代化，人们对

于仪式的繁琐由老一辈继续保持，这就使得

闻喜花馍“因人而存，人去艺亡”。闻喜花馍

的传承危机不仅来源于传承人的缺失，还来

源于当地人对于民俗生活的现代化，“小辈不

讲究，长辈已将故”也是闻喜花馍出现传承

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闻喜花馍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思考，亦需要从多方面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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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的过程中，闻喜花馍出现了传承缺失

的问题，具体的情况表现为，最近一代的花

馍手艺人均为中年或老年女士，小辈子孙或

者上学，或外出打工。避免传统手艺的流失，

闻喜花馍被列入非遗传承的保护名单，由此

闻喜花馍收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开办花馍展

厅，举行花馍大赛，并且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当地人也开始成立企业。闻喜花馍的传承危

机不仅来源于传承人的缺失，还来源于当地

人对于民俗生活的现代化，“小辈不讲究，长

辈已将故”也是闻喜花馍出现传承危机的重

要原因，因此对于闻喜花馍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思考，亦需要从多方面去考虑。

4 结论

在深入探讨闻喜花馍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的过程中，我们不

禁被其精湛的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

的社会影响力所打动。闻喜花馍不仅是一种

食物，更是承载了历史、文化、民俗和艺术

等多重价值的文化符号。通过对间喜花馍的

历史溯源、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及现代传承

与发展等多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

一传统技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

的价值和意义。闻喜花馍作为地方文化的瑰

宝，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更关乎地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通

过对闻喜花馍的文化内涵、历史传承、制作

工艺以及艺术特色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可

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还可以为

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和策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闻喜花馍这一

传统民间艺术将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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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论
	在深入探讨闻喜花馍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被其精湛的技艺、深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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