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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非遗

玉兔下凡：
一年一度的陪伴和祝愿

为了展现老北京请兔儿
爷、拜兔儿爷的热闹场面，张
忠强带着记者“穿越”到了
100年前北京城里的一处居
民院落：八月十五中秋节那
天，当月亮高高挂起的时候，
孩子们开始张罗着拜兔儿爷，
追着家长让他们把家里的兔
儿爷请出来。这尊兔儿爷，家
长已经早早地准备好，放在孩
子们够不着的高处，防止他们
失手打碎。

彼时的北京城，请一尊兔
儿爷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到
花市、白云观、土地庙、琉璃厂
的小市；二是等着卖兔儿爷的
手艺人推着独轮车或挑着担
子，在胡同边、果子摊边兜售，
人们既可以用钱请，也可以拿
家里闲置的物品换。

到了中秋节晚上合适的
时辰，兔儿爷终于在家长的护
送下露了面，孩子们便赶紧把
小桌子搬到院子里，把兔儿爷
恭恭敬敬放到正中间，前面摆
上应季的水果、月饼，有的还
放些毛豆、鸡冠花。随后，孩
子们依次来拜，许下健康平安
的愿望。

“结婚成家的人不拜兔儿
爷，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上兔儿
爷是孩子的玩具。”张忠强解
释说。

既然许的愿望已经被兔
儿爷带上了月亮，仪式一结
束，兔儿爷就成了孩子们争抢
的“泥娃娃”，很快，院子里便
会传来“啪”的一声响，落下一
地泥彩碎片。

关于孩童与兔儿爷的互
动也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
诗词等作品中，为今人的领略
传统提供了依据。比如清代
诗人栎翁《燕台新咏》中曾写

“兔儿节”一诗：“团圆佳节庆
家家，笑语中庭荐果瓜。药窃
羿妻偏称寡，金涂狡兔竟呼

爷。秋风月窟营天上，凉夜蟾
光映水涯。惯与儿童为戏具，
印泥糊纸又搏沙。”

中秋佳节请兔儿爷。关
于兔儿爷和北京的故事，源于
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早年间京
城闹瘟疫，郎中无法医治，嫦
娥就让广寒宫中给王母娘娘
捣药的玉兔下凡。玉兔走遍
了京城，时常更换装扮和坐
骑，将用药材做成的福饼分发
给百姓，帮助百姓恢复健康。
由此，一个跨越400年的城市
民俗文化现象便流传了下来。

寻根老兔儿爷，散叶新系列

张忠强的工作台上，摆着
粗细不同的毛笔、颜料盘和许
许多多尚未进行彩绘的兔儿
爷。据其介绍，兔儿爷是用陶
土泥制作的，属于北京彩塑的
一种。制作任何器型，第一步
都是制泥、制坯，张忠强坚持
按最原始的工艺，把棉花掺进
泥里，等自然风干后，还要完
成修坯、打磨、上底色、彩绘等
步骤，因此制作一尊兔儿爷至
少需要7天。

对于彩绘后的兔儿爷模
样，老舍先生在小说《四世同
堂》里给出过细致的描述：“脸
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
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
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
地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
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
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
的。它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
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红
的花。”

然而在制作者眼里，威武
英俊的兔儿爷却有两大软肋
——怕水、怕摔。如今人们口
口相传的老北京歇后语，就有
不少对兔儿爷弱点的打趣，比
如：兔儿爷掏耳朵——歪泥；
兔儿爷打架——散摊子；兔儿
爷过河——自身难保等等。

“正是因为兔儿爷容易被

摔坏，而且供过后摔了碎了也
没忌讳，所以古时候的兔儿爷
留存到今天的非常少。”张忠
强说，“过去的造型上色都比
较简单，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
设计，和过去相比，已经出现
了很大变化。”

据了解，人们今天能看到
的较早期的兔儿爷形象，分
别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绘有金光洞、牡丹花、莲花
座、鹿图案的4尊，以及藏于
白云观里的 2 尊骑虎造型。
张忠强手里收藏着1尊多年
前别人赠送的清代老兔儿
爷，虽然只是个泥坯，却也令
他兴奋不已。

作为这门技艺的传承人，
张忠强在继承延续传统工艺
和造型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着
新的创意，陆续推出了生肖、
北京风情、北京老字号等多个
系列的兔儿爷新形象。他从
架子上拿起2尊“北京风情”
兔儿爷，兔儿爷的整体形制沿
用了古代传统的“山”字形，但
基座上的组合图案则分别变
成了糖葫芦和天坛、风车和北
海公园的白塔。

“这上面的糖葫芦左边3
个、右边2个，代表着福、禄、
寿、喜、庆；风车是财神的仪
仗，也是引路神，这都是吉祥

文化。”张忠强对记者说，“我
希望兔儿爷不仅是北京人文
化情感的寄托，也能通过图案
和概念创新，让更多外地、外
国的朋友认识、喜欢。”

打开直播，
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手工艺

上世纪60年代，张忠强
出生在离现在店址不远的北
火扇胡同，住的大院子里挤了
30 多户人家，有几十个孩
子。小孩子找不到什么玩
具，就拿地上的沙子兑水和
泥，捏成各种小动物的形状，
当成游戏。“兴趣和手艺从那
时候就开始了。我50多年围
着这块地方，没离开过。”张忠
强感慨说。

同时也正是这门手艺，
带着张忠强走到了更远的
地 方 、被 更 多 的 人 看 见 。
2020年初，张忠强带着兔儿
爷走进了爱沙尼亚和波兰。
在交流现场，一个爱沙尼亚
女生用毛笔摹画了一只兔儿
爷，兴奋地许愿未来一定要
到北京看一看。同年10月，
张忠强应邀参加抖音的直播
活动，在前门大街展示兔儿爷
文化，3小时下来观看人数达
600多万……

张忠强欣喜于兔儿爷文
化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
关注和喜爱，却也在宣传推广
中遇到了一些让自己不解的
事：“很多人开始讨论兔儿爷
的性别，这确实是个话题，但
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是没有
探究的必要的。另一个就是
一些手工艺品开始用模具机
械化批量生产，我挺忧虑，这
会丢掉传统文化本来的味道
和精神。”

把手机固定在工作台上
宽胶带的大圆筒里，张忠强开
始在抖音直播自己制作兔儿爷
的过程。他的抖音账号叫“北
京张忠强泥彩塑”，记者采访时
看到有472个粉丝。直播的时
候，他不说话，开一盏灯默默捏
泥画坯，只想让大家看到制作
全过程。多数情况下，直播间
里仅有不到10个人。

虽然不熟悉手机屏幕上
出现的人，但专门找到店里来
的都是熟人。张忠强记得几
年前一位老太太过来看望老
街坊，特意绕路找到店里看看
兔儿爷。“老人说看一眼心里
就踏实了，我明白对她来说，
这是一份惦念和记忆。”张忠
强对记者说。

20多年间，张忠强迎来了
一位位访客，同时也见证了一
个变化：“最开始兔儿爷都是
华侨买，后来是老北京人买，
再后来是北京人出差、旅行、
留学前过来买，现在是外地朋
友、外国朋友都来买。”

未来，张忠强想办一家北
京兔儿爷博物馆，一家活态
的、人人可以参与体验的博物
馆。博物馆不太大，可能只需
要十几平方米，却能让城市里
的更多人感受传统手工艺的
魅力。

在这间小店屋内门口的
两侧，贴着张忠强自己作的
对子，上联是“斜街窄铺宾朋
聚”，下联是“正道宽厅兔儿
爷全”。

■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文图

从北京前门大街拐进杨梅竹斜街，在各类新式餐厅、咖

啡馆中间，夹着一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店内空间

狭长，即使一人通过也要稍侧过身子，却正好能驻足观赏两

边墙架子上可爱斑斓的主角——北京兔儿爷。

店主人张忠强的工作台被安置在屋子最深处。上世纪

80年代，张忠强开始制作泥彩塑工艺品，90年代初次尝试制

作兔儿爷。他介绍道：“兔儿爷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俗文

化，也是过去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作为北京泥塑兔儿爷第五代传承人，20多

年来，张忠强不停思索着如何让这个代表城市的文化符号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据了解，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而兔儿爷文化已存

在了近400年。最早关于兔儿爷的记载出现在明代纪坤所著的《花王阁剩稿》中：

“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拜之。”

张忠强在北京杨梅竹斜街的小店里绘制兔儿爷。

张忠强向记者展示“北京风情”系列兔儿爷。

北京兔儿爷：
塑童年印象 绘京味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