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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前，连年战争让天津工艺美术各
领域遭受重创，企业倒闭，产品凋零，艺人转行，
市场萧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发展工
艺美术事业十分重视，老艺人归队，招收学徒，
传授技艺；组建合作社，扩大生产；制作新产品，
研发新品种，工艺美术行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
展。1949年，天津成立全国第一个“地毯生产
合作社”，后又成立“工艺杂品专业联社”；1955
年后，成立了“杨柳青年画合作社”和“泥人张彩
塑工作室”，被誉为“三绝”的杨柳青年画、彩塑
泥人和魏记风筝，经其从业者长期的创作实践，
不断获得发展。1959年，天津成立了特种工艺
公司、特种工艺联社、地毯工业公司、外贸工艺
品进出口公司；1973年，重组了工艺美术工业
公司和地毯工业公司。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工艺美术进一步得
到长足的发展。仅工艺美术和地毯两个工业公
司，其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就达70个，在岗
职工2.36万人。产品涉及雕塑、金属、漆器、花
画、抽纱刺绣、地毯挂毯、珠宝首饰、民族工艺、
美术陶瓷和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等十大类
44个品种。一批工艺美术作品荣获各级奖
项。其中，水胆玛瑙玉雕“蟠桃会”“八仙过海”
“牛郎织女”、翡翠玉雕“农家乐”、“风船牌”手工
栽绒地毯获得了“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
奖，并被列为国家珍品收藏。“钟馗嫁妹”牙雕、
“葵花牌”艺术蜡制品、“敦煌牌”风筝，以及银器
皿摆件“福寿杯”和“胶背地毯”获得了“全国工
艺美术百花奖”银杯奖。泥人张彩塑有5件作
品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有49件作品在省市
级以上的展览中获奖。1979年，杨柳青年画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专题展览，并多次在国内外
应邀参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天津工艺美术行业

进入了一个调整、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产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也在相应调整。工艺美术和地毯
两个工业公司已不复存在。许多身怀绝技的老
艺人和工艺美术大师去世；许多传统工艺美术
品种和技艺一度濒临失传和灭绝。面对新形势
和新情况，迫切需要在历史新起点上，在继承和
恢复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一条加快推进和实
现天津工艺美术行业创新发展的新路来。

在部分工艺美术企业面临困境的同时，天
津的民间工艺美术创作和一些民营企业仍一派
繁荣景象。20世纪末、21世纪初，民间产生的
琢画、石绘、工艺毛猴、鱼羽画、刻瓷、微雕、泥娃
娃、木偶、泥漫画、抟土泥塑、戏偶、蜡像、烙画、
内画壶、匏制葫芦等，不但各具特色，而且各有
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出现在蓟县（今蓟
州区）的抟土泥塑，以其奇特的造型艺术博得专
家的赞誉，作品甚至走出了国门。民营企业中
亦有专门从事制作和经营贡掸、工艺扇等深受
大众欢迎的工艺项目。特别是一大批城镇社区
妇女开展的手工编织、刺绣、钩制、机织手绘、结
艺等，颇具新意，不仅在国内销售状况良好，而
且出口远销。

本世纪以来，国家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
产抢救工程”，为天津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天津市的杨柳青年画和泥
塑（天津泥人张）被列入“民间美术”范围。在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
天津市南开区的风筝制作技艺（天津风筝魏制
作技艺）被列入“传统技艺”范围。在天津市公
布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杨柳青剪
纸（西青区）、大郑剪纸（东丽区）、盛锡福毡礼帽
制作技艺（和平区）、老美华津派旗袍制作技艺

（和平区）、汇蚨源吉祥手工布艺技艺（红桥区）、
古铜（银）鎏金器修复及复制技艺（河西区）、津
门蔡氏贡掸制作技艺（南开区）、刘海空竹制作
技艺（南开区）、周记宫灯制作技艺（东丽区）、皮
影雕刻技艺（蓟州区）、津派玉雕（红桥区）、麦秸
画（津南区）、木版水印技艺（天津杨柳青画社）、
葫芦庐葫芦制作技艺（河东区）、许氏戏曲盔头
传统制作技艺（和平区）、鹰帽子（猎鹰防护罩）
制作技艺（河北区）、家具制作技艺（许氏木匠手
工制作技艺）（河北区）、曹子里绢花制作技艺
（武清区）等。

各区县也申报了若干“传统技艺”。如西青
区的杨柳青风筝、草编柳编技艺等。具有丰富
民间工艺资源的宁河县（今宁河区），先后建立
了木版年画、剪纸、木雕、根雕、葫芦雕、泥塑、手
工制陶、芦绣等民间工艺传承示范基地。下辖
的丰台镇、潘庄镇、板桥镇、七里海镇、芦台镇、
造甲城镇先后被命名为天津市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区县级“非遗名录”的建立，不仅同样有助
于工艺美术的传统代表作及制作技艺保留住、
传下去，还有机会使其放射出新的光彩，创造出
新的成果。

可以看出，天津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反映
出的不仅有时代变迁的印记，也有地域文化的
承继；不仅有民间艺人匠人的潜心创制，也渗入
了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交融。当下的天津
工艺美术领域，在抢救与挖掘，开发与创新等方
面可谓生逢其时。特别是众多民间工艺美术的
优秀技艺，已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政府和市场
的关注和帮扶。加快推进天津工艺美术各领域
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有利于天津本地工艺美
术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利于优秀的技艺和匠人
获得更多创新机会与更广阔的提升空间。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天津得名虽在明朝初年，但地域历史
悠久，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
文物考古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多次普
查、发掘，所获取的大量资料表明，早在原
始社会，天津地域即已出现雕塑和彩绘艺
术。商周时代的青铜纹饰、金文，反映出天
津地域文化艺术历史的悠久和内涵的丰
富，以及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夏
末至商前期的彩绘陶，商末周初的青铜纹
饰，西周中期饰有凤鸟纹或饕餮纹的青铜
礼器，战国时期刻绘有鱼、鸟动物纹和山形
纹的陶壶及兽纹瓦当……从这些出土的器
物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天津地域内的工艺
美术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自西汉开始，天津平原区域被纳入我国
郡县制行政体制，在海河南北分别建立了东
平舒县和泉州县，天津在新生的封建制度下
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晚期，天津平原区域发
生一次海侵，东汉末年海河水系形成。汉代
的画像石、碑刻，北魏时的铜造像，唐代的摩
崖石刻、陶乐俑等反映了西汉至唐代的经济、
人文意识和工艺美术的发展状况。

北宋辽金时期，天津地区的雕塑工艺等
尤为出色。海河是北宋与辽的界河。海河
以北，辽政权以幽蓟地区为农业基地，生产
稳定，经济充实，契丹贵族在此修建了许多
大型佛教建筑。遗存于今武清区、宝坻区、
蓟州区的寺院和佛塔，展现了当时雕塑工艺
之精美。渔阳县（今蓟州区）重建的白塔，八
角形基座上砖雕一周壶门，内镶乐舞伎图案
砖雕，乐舞伎或手挥彩带翩然起舞，或弹奏
琵琶、筝，或吹笙、笛、筚篥，或击拍板、方响、
毛员鼓、都昙鼓。壶门上有砖雕斗拱和双重
栏杆，栏板上雕宝相花和几何形图案。独乐
寺重建后，观音阁内十一面观音像，胁侍菩
萨像和山门内力士像均重新彩塑。石刻经
幢出现在今宝坻区。幢座底部方形台基四
面雕佛经故事。台上置须弥座，束腰处刻壶
门，内雕有佛像。

辽和北宋政权灭亡，海河南北一并进入
金朝的版图。皇统年间在宝坻广济寺（建
于辽）修建的石经幢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
价值。

县城北台是一处规模颇大的辽金时期
墓地，近年曾在此发现六角砖室墓，以及用
石函作葬具的墓葬，出土有“金三彩”等许多
珍贵文物。元朝定都北京后，其军需民食均
取自江南，漕运繁忙，又增加了海运。延祐
三年（1316）改直沽寨为“海津镇”，由重兵驻
守。随着漕运和盐业的发展，南北通商，贸
易兴旺，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并传来闽
浙一带的“妈祖文化”。坐落在三岔河口附
近的天妃宫便创建于元代（后称天后宫，俗

称“娘娘宫”）。从天后宫大殿梁架的勘察
看，现有的大殿不仅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
筑实例，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妃、妈祖庙
之一。元代，在今天津市宝坻区出了一位鼎
鼎大名的“雕塑奇人”刘元。刘元从事雕塑
艺术近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雕塑史上，他
自成一派，世称“刘銮法式”或“刘銮塑”。当
时人们称他为塑像奇才，后世认为他的作品
都是绝代精品。

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因明成祖朱棣
经过而得名。1952年，天津南门外曾出土一
块《重修三官庙碑》，碑文上刻有“我祖文皇帝
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
字样，并设卫筑城。正统元年（1436），卫学出
现，自此，天津城市和文化艺术发展进入新阶
段。万历年间，津西杨柳青镇出现民间艺人
用手绘制的年画。崇祯年间，出现了印制杨
柳青年画的作坊。崇祯十二年（1639）出现了
套色印刷。

杨柳青年画，全称“杨柳青木板年画”，属
于木版印绘制品，是著名的中国民间木版年
画之一。天津杨柳青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
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
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
的方法，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
人题材的独特风格。2006年5月20日，该遗
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清代早中期的天津工艺美术逐渐走向兴
旺。特殊的地理环境、漕运的兴盛、以盐业为
一大支柱的沿海经济及临近京都的地位，进
一步推进了这里工艺美术的创制。特别是盐
商构建私家园林，延纳南北文人学者，进行
诗、书、画创作，同时促进了工艺美术的交流
与构筑。清乾隆年间是杨柳青年画的兴盛时
期。著名的作坊画店有：戴廉增画店、齐健隆
画店。此外还有“美丽”“廉增丽”“盛兴”“爱
竹斋”“宪章”“高庆云”等画店相继开业。当
时，杨柳青镇周围有30多个村庄从事年画创
作和生产。这个时期，以盐业、漕船起家的
“八大家”等富商豪门陆续建造豪华宅第，木
雕、砖雕等作为建筑装饰艺术，雕刻细腻，工
艺高超，成为天津工艺美术的重要类别，并涌
现出多位雕刻高手。天津的民间工艺美术与
同时代其他地方相比较，已明显形成自己独
特的地方风格。

回顾这段时期，虽然天津地域是从明代
开始设卫筑城，但可以看出从夏朝甚至更早
的时期开始，天津平原一带已开始工艺美术
的多样化创作。随着地理位置在历朝各代的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天津地域的工艺美术既
吸收了南北各地的文化特色和优势，又持续
构建出本地特色。

清咸丰十年（1860），天津被迫开埠通商，
英、法、美、日、德、俄、比、意、奥九国先后在天
津设立租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渗透进来。
加之国内洋务派推行“师夷长技”，天津遂成为
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在经济上发展成为沟通
中外的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在文化艺术上
受到洋务文化的影响，开中西文化融合之先
河。此时的天津工艺美术在继承明清时期产
生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和木雕、刻砖等基础上，
出现了“泥人张”彩塑、魏记风筝、“刻砖刘”、
“木雕刘”，以及面塑、彩灯等更多领域的优秀
代表。杨柳青木版水印年画也进入新的发展
时期，在中国木版年画史上与著名的苏州桃花
坞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

天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推行洋务
新政和北洋新政，提倡自强自立，实业救国。
清光绪年间，直隶工艺总局设立工艺学堂和实
习工场，教授国画、刺绣、提花等科目，成为成
批生产工艺美术产品的开端。建于1902年的
劝工陈列所以“启迪民智、振兴工商”为宗旨，
公开展示机械制造、文教用品、机织印染、工艺
美术等本地及外地产品。并对展品进行考评，
凡得分最多、独出心裁、创造新颖、能行销国
外，且道德与名誉上佳者，皆授予金质奖牌。
展示和考评的物品就包括来自民间的工艺美
术佳品。这种带有现代意义的举措促进了地
毯、瓷艺、剪纸及其他工艺制作的兴旺。

天津地毯素以做工精细、图案优美、配色
协调、质地坚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精湛
手工技艺而驰名中外。天津地毯的织作技艺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北京传入的。“义盛
公”是天津的第一家地毯作坊。此后，“义聚
恒”“庆生恒”“三顺永”“玉盛永”“协立永”等地
毯厂先后成立。当时，天津地毯业有工场、作
坊13家，织机近400架。

天津剪纸艺术以“剪纸伊”为代表，借鉴了
年画、瓷器和木雕图案，吸收了皮影戏的彩绘
艺术，以写意手法，刻画人物、花鸟和图案，把
民间手工艺制作推向了艺术创作的高度。

绒绢花即用丝绒或绢制作的花鸟工艺
品。至20世纪初时，在天津已有100多年的历
史。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天津的民俗生活密切
相关。近代，做绒绢花的艺人，以人称“花儿
刘”的武清县（今武清区）刘亨元的作品最为驰
名，其作品曾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获奖。

通草堆画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品。以中草
药的通草为原料，以素堆法为主，经过匠心构
思、设计、制图、试制、切片加工成通片，精心雕
刻成形，绘画组装成堆画。通草堆画具有异
香、防虫蛀、不变色的特点。近代以来，天津的
通草堆画以吕景龢的作品最佳。1914年、1915
年，魏元泰的风筝和吕景龢的通草堆画被选中
出国展出，参加了日本、美国的博览会并获奖。

民国时倡导民众从事手工艺劳作。当时，
天津是新型教育和文博事业的基地，博物馆事
业和艺术教育等均走在国内前列，由此也推动
了工艺美术的创制，如出现了空竹艺术等；同
时也有效提升了地毯、挂毯的质量和品位；而
玉雕、抽纱刺绣、工艺制镜、加工珠宝首饰、制
作金银摆件等则形成行业。

在刺绣工艺方面，20世纪初，山东的抽纱
刺绣工艺传入天津，形成了以女工家庭抽纱刺
绣为特点的手工业生产。

在空竹艺术方面，民国时期众多的空竹品
牌中，“刘海风葫芦”成为天津空竹的优秀代表，
它的创始人是屈文台，所开的空竹作坊叫“修竹
斋”。20世纪20年代，“刘海风葫芦”被杂技艺人
王雨田搬上了吴桥杂技舞台。屈文台为杂技表
演者特制了杂技表演专用风葫芦，从其平衡度、
稳定性以及外观上都精工细作，实为“刘海风葫
芦”之精品，深得杂技艺人的赞许。

1919年，天津福利架镜工厂在全国首家引
进日本制镜技术，采用银镜反应冷镀工艺生产
镜片。20世纪30年代末，张振才等匠人在玻璃
料器磨花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单面玻璃磨花
工艺。由起初磨山水、花草发展到磨人物、鸟
兽等多种造型。

珠宝首饰和银摆件的加工也有看点。19
世纪中叶，天津出现了首饰生产作坊。20世纪
40年代，靳继年将镪、阳、脱等錾刻工艺与搬
打、花丝、镶嵌等多种工艺相结合，逐步形成了
独具北方特色的银摆件制作流派，使天津银摆
件跻身于全国四大流派之列。赵连斌博采中
外首饰设计制作技术，制造的“手工刻花戒”被
誉为天津镶活一绝。

民国中后期，地毯、提花织物等产业受到损
害，杨柳青木版水印年画走向衰败。这些情况的
产生，不仅源于新兴工业对手工艺产品的冲击和
自身工艺的滞后，更有外敌对天津的经济掠夺和
政治腐败、时局不稳等因素叠加造成的不良后果。

古代天津（1840年前）——
从先秦到晚清，天津地域的工艺美术

发展多有朝代特色

近现代天津（1840—1949）——
融合中西文化，大批的工艺美术匠人和作坊诞生

当代天津（1949年以来）——
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与创作面临发展良机

马顺清砖雕《龙凤》

独乐寺十一面观音

辽代蓟州白塔

魏元泰在制作风筝

张玉亭泥塑《钟馗嫁妹》（局部）

杨柳青年画《大姐拴娃娃》（晚清）

张明山泥塑《渔樵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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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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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

简
述
天
津
工
艺
美
术
的
创
意
与
发
展

工
艺
美
术
是
城

市
历
史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也
是
城
市

发
展
的
精
神
动
力

。

天
津
﹃
郡
新
而
地
古
﹄
，

特
定
的
自
然
地
理
环

境
，铸
就
了
天
津
独
特

的
历
史
特
点
和
文
化

内
涵
。
千
百
年
来
，天

津
工
艺
美
术
赋
予
了

城
市
活
力
，激
发
了
人

们
对
美
的
追
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