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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黎阳镇杨玘屯村的木旋玩具不仅美观大方，色彩艳丽，而且造型古朴，历史悠久。 上世纪

80 年代，杨玘屯村的木旋玩具在浚县正月古庙会上一度盛行，深受大人、孩子们的喜爱。 如今，它们

已难觅踪迹。 近日，记者来到杨玘屯村，寻找还在制作木旋玩具的手艺人。

杨玘屯村的木旋玩具 :

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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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马珂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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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还有哪家在做木旋玩具吗？ ”2 月 16 日下

午， 记者在浚县杨玘屯村向村民打听。“现在都不做

了。 ”村民们大都这样回答。

“过去村里有上百人做木制玩具，光木旋床（制作

木旋玩具的‘车床’）就有几十个，2009 年的时候，全村

仅剩几个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经过多方打听，记者

终于找到了如今唯一还在做木旋玩具的王民德一家。

以前家家户户都做

如今只剩一家

“以前杨玘屯村‘北头捏，西头旋’，村西头上百户

人家家家都旋制木旋玩具， 现在其他家除了木质刀枪

还做些外，木旋玩具都不做了。 ”今年 80 多岁的王民德

老人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年前旋制的一些木旋玩具让

记者看。 这些木旋玩具造型古朴、色彩艳丽，有活头木

偶人、石溜滚、棒槌、梆儿、彩蛋（响蛋）、粉葫芦、蚰葫

芦、鬼头骨朵、宝葫芦、燕儿车、针线盒等 20 多种样式，

既有可观赏耍玩的，也有寓意平安，比较实用的。

“木旋玩具过去俗话叫‘耍活儿’， 有些还知道说

头，有些已经说不清了。用红线拴着的宝葫芦意味着平

安吉祥，逢年过节人们都会‘请’一对儿，栓在腰间，既

美观又吉祥；粉葫芦是过去姑娘装胭脂、香粉的瓶子；

蚰葫芦是过去孩子装叫叫蚰的瓶子；这个一晃就‘哗啦

啦’响的彩蛋不仅是孩子的玩具，也是过去姑娘出嫁时

必不可少的。 ”王民德老人介绍说。

如此精致、 美观又寓意深刻的木旋玩具如今在浚

县正月古庙会上怎么就难觅踪迹了呢？

“做起来费时、费工、费事儿，卖便宜了不够本儿，

卖得贵了没人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木旋玩具在浚县

庙会上很盛行，现在不行了，做木刀、木枪也比木旋玩

具好卖。 ”王民德的儿子王学军说，以前村里人一年到

头旋制，家里的木旋玩具堆成了山。“那时，旋得再多也

不够卖，年前最为繁忙。后来，塑料玩具开始出现，木旋

玩具的销量就日渐下滑， 以前做木旋玩具的村民渐渐

就改行了。 ”

代代相传的技艺濒临失传

木旋玩具的制作工序繁杂， 一个木制玩具的完工要经过选材、截

段、晾木、切块、修边、旋制、组装、彩绘等十几道工序，得用到脚踏旋

床、中锯、小锯、斧、弯斧、榔头、挖刀、钻、大刀、锥子、毛笔等十几种工

具。

“挖刀、钻这样的工具，现在已经没人打造了，很难再买到了。 ”王

学军说，用柳木旋制出的木旋玩具最为光洁、好看，其他的木材旋不出

这样的效果。“以前都是跑到滑县买，买一棵几家分，现在大柳木也不

好买了。 ”

色彩艳丽的木旋玩具图形古朴，大多以黄色、白色为底色，以红、

绿、蓝等鲜艳的色彩绘制、勾勒。 王学军说，木旋玩具的图形是依照祖

传的画法画的，自古以来就是这种图形。“过去木旋玩具的染料都是锅

灰、白灰等传统染料，近代用洋黄、洋红、洋绿调色，再调入鸡蛋黄固

色，使得颜色更为鲜亮。 ”王学军的媳妇高永贵说。

王家的西屋是木旋玩具的加工场所，屋内依墙放置着一件有点像

织布机的木制器械，看起来颇为陈旧，上面放着 20 来件造型各异的工

具。“这就是用来做木旋玩具的脚踏旋床，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清代

早期就有了，如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做木旋玩具离不了它。 ”王

民德老人说，他祖上以旋制纺车用的锭子为生，受捏制泥玩具的启发，

利用旋锭技术开始旋制木玩具。

“用脚踏旋床旋制玩具得手脚并用，脚蹬着，手把着刀，胸口顶着

榔头，得用巧劲儿。 ”说着，王民德的儿子王学军熟练地爬上高高的脚

踏旋床演示起来。 王学军说，其他人家也有旋床，但闲置的闲置，损毁

的损毁，只有这台脚踏旋床还在发挥着作用。 过去，为了养家糊口，家

家一年到头都在旋制木旋玩具，除了在浚县庙会上卖，还挑着担、拉着

人力车徒步到开封、长垣、安阳、道口，甚至到山西太原、山东济南等地

去卖，带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

看着王学军旋制得起劲，记者也忍不住要尝试一把，只是蹬上脚

蹬旋床却不知向哪儿使劲，眼前要旋制的柳木也不听使唤起来。

看着记者笨拙的样子，王学军笑着向记者讲起了一个有关木旋玩

具的故事：过去，有户人家办丧事，出殡的队伍路上遇见一位风水先

生，风水先生说：“出殡的人走到半路，得见几百个人才能下葬。 ”说完

就没影儿了。 大家听了都很纳闷：路都是乡间小路，半天不见个人影

儿，咋会遇到几百个人呢？ 正琢磨着，对面一个人挑着担过来了。 这家

人问：“卖啥呢？ ”挑担的答：“卖小人呢。 ”凑近一看：哎呀，全是木旋玩

偶，足足有几百个。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就是这里了！

“祖辈传下来的技艺不能丢”

“以前的木旋玩具有好几十种样式呢，做工比现在还要好，有的品

种已经失传了。现在做的时候，得好好想想。 ”王民德老人说。蚰葫芦、

粉葫芦就是王民德老人重拾回忆才得以延续下来的品种。

在王民德老人家，50 多岁的孙先生说，他家住浮丘山下，小时候

经常在浚县庙会上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木旋玩具还非常盛

行，那时有一种叫“二鬼打架”的，手脚都可以活动，现在已经找不到

了。

王民德老人说，“二鬼打架”已经失传了，他打听了很多以前做过

木旋玩具的老人，都不知道二鬼打架怎样组装了，很多有绝活儿的老

艺人都过世了。“那时候靠木旋玩具吃饭呢，不干也得干。 现在挣钱门

路多了，生活条件好了，不靠木旋玩具也能生活了。现在村里人都不做

了，我们要是再不做，村里就真是没有一家做了。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技

艺，不能丢！ 丢了手艺再想重新拾起来，就难了。 ”

“希望能多发展几家，让木旋手艺传下去。 ”王学军说。

民俗专家：

浚县木旋玩具是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2011 年 1 月 8 日，在浚县古庙会田野普查工作中，省民俗专家倪

宝诚在浚县杨玘屯发现了木旋玩具，给予了高度赞誉。

2 月 18 日，倪宝诚对记者说，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了木制

玩具，发展至今，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与传统的婚嫁风俗、喜庆

吉祥、子孙丰产、生殖崇拜息息相关，在浚县杨玘屯看到这么多木旋工

具和作品，他很意外，也很惊喜，它们是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是活着的文化遗产。

倪宝诚说，为抢救浚县木旋玩具，使之得到传承和保护，2011 年

10 月 12 日，浚县木旋玩具制作技艺入选省文化厅公布的第三批河南

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扩展项目名单，王学军及他的儿子

王合伟、王合龙已成为浚县木旋玩具的代表性传承人，希望这一手艺

能好好传承下去。

活头木偶人。

石溜滚。

彩蛋（响蛋）。

桃、梆儿。

王学军用脚踏旋床制作木旋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