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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轻轻转动泥塑，右手用工
具完善细节，泥人张世家第六代传
人张宇屏气凝神地雕琢着一件新近
作品，那份专注让人不忍打搅。这
是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日
前在天津泥人张世家彩塑工作室看
到的一幕。

泥人张世家始于 1826 年清末道
光年间，经过近200年发展，泥人张

彩塑以其造型写实、彩绘生动细腻而
著称于世，成为中国彩塑艺术的又一
杰出代表。这种源自民间的艺术形
式，以其质朴的风格和贴近生活的主
题，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值得一
提的是，小小泥人在版权护航下，更
添新风采。几年来，泥人张世家充分
做好作品登记工作，保护作品独创之
基，通过多样化版权宣传，让传统艺

术跨越时空界限，触达更广泛的观
众。在版权赋能下，泥人张彩塑的独
特魅力和文化价值得以更好传承与发
扬，百年老品牌不断“破圈”，持续
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新的活力。泥人张
世家也入选国家版权局公布的第一批
版权强国建设典型案例。

“我们赶上了版权产业飞速发展
的黄金时代，通过不断开拓视野和市

场运营，不断地对泥人张彩塑这一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价值进行深入挖
掘，在版权创新、保护、开发、国际
交流等方面做了诸多探索，积累了一
些创新经验和成功实践。”张宇希
望，泥人张世家的版权保护经验可以
帮助更多的版权企业，尤其是与民间
文艺相关的企业和个人，提升版权意
识，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天津市泥人张世家：

版权守护指尖上的百年传承
□本报记者 韩萌萌

在天津的著名旅游景点古文化街
上，一座古色古香的店铺前门庭若
市，不少游客一定要在泥人张世家的
招牌下拍照打卡，这里已经成为许多
人旅行的必选打卡项目。泥人张是我
国北方泥塑艺术的代表之一，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被誉为“津门一绝”。近
200年来，泥人张以其“捏活人间百
态”的技艺延续至今。

孔子、关羽、钟馗、孟浩然、
花 木 兰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在店里看到一件件惟妙惟
肖、栩栩如生的泥塑作品。当你认真
打量起来，这些彩塑人物好像下一秒
就会活过来，匠人们似乎会魔法一
般，把历史民俗、市井百态、神话传
说等题材中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民间文艺的传承发展必须融入现
代生活，而其中最重要的纽带之一
就是版权。版权给了泥人张世家更
多可能。他们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
美结合，不断推出一批批既有传统
特色，又融入时代元素的新作。版
权好像一双无形的手，默默地为民
间文艺传承和创作保驾护航。“你
看，我就说是泥人张吧！”当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脱口而出这句话时，
版权的意义便不言而喻，店里的书
签、台历、冰箱贴、盖章册等琳琅
满目的文创产品，受到广大游客的
喜爱，也让我们看到版权助力民间
文艺作品转化，为近 200 年历史的
传统文化注入了鲜活能量，展现了
丰硕成果。

这些令人惊喜的变化，或许尚
且只是点点微光，但对于有着悠久
历史的泥人张世家来说，传承人张
宇有了坚守与传承的信心。泥人张
世家积极投身版权保护宣传事业，
尽自己所能为提高全社会版权意识
贡献力量。

采访中，张宇多次表示，没有天
津市版权局的引导和支持，他们的版
权发展之路不会走得这么顺利、这么
平稳。近年来，天津市版权局聚焦
创新赋能新发展，通过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举措，切实推动民间文艺更
好地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前进，推广打造泥人张世家全国巡
回展品牌活动等项目，助推民间文
艺版权产业有效转化、高效发展。
泥人张世家作为优秀案例，体现了
民间文艺优秀版权作品的魅力，也
让更多人看到了民间文艺在社会中
的强大生命力和更多可能性。探索
民间文艺领域版权工作业态、模
式、机制，强化民间文艺作品版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将进一步发挥版权在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版权纽带串起
民间文艺古今传承
□韩萌萌

一尊小小的泥人承载着民间文艺技
艺的传承，焕发着民间文艺的生命力，
成为年轻人眼中“很酷”的作品，这背
后离不开版权的保驾护航。作为承载与
传递价值的重要载体，版权在民间文艺
的商业化、品牌化运营、产业化融合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天津市版权
局积极推动泥人张世家的著作权确权工
作，通过举办多种活动，提高社会对传
统手工艺版权保护的认识和重视。

天津市版权局在推动泥人张世家版
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为传统手
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
障，更为其他传统手工艺传承人树立了
榜样，切实推动了民间文艺版权资源流
动和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激活
了民间文艺领域的版权价值。

截至目前，泥人张世家彩塑工作室
共开设两家销售门店，三家专业展览
馆，年销售彩塑作品 2000 余件，累计
年销售额约1000万元。

“传统不应该总是老样子，应该求

新求变。我们主动担起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责任，告诉现代青年泥塑
到底美在哪儿，传统工艺到底好在哪
儿，让刻在他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觉
醒。”张宇表示，通过版权赋能，泥人
张世家开展了“传统文化进校园”系
列活动。虽然创作和管理等工作已经
让张宇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只要有向
孩子们近距离讲授的机会，他总会想
办法安排时间亲自上阵，不仅为师生
带来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主
题讲座，还现场指导制作泥塑彩塑作
品，带领学生感受彩塑艺术之美、体验
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

泥人张世家还在大中小学建立校内
传习室，派出青年工匠，定期到学校给
学生上兴趣课。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
还设立了选修课。截至目前，仅小学
阶段，天津市已经有 3000 多名学生参
加泥人张世家的兴趣班，越来越多的
孩子从普及性课程中了解，并且喜欢
上这项来自民间的艺术。“在课程中，

我们会有意识地将版权知识融入到一
件件作品的故事中，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同时，提升青少年的版权
保护意识，普及 《著作权法》 相关知
识。”张宇说。

张宇表示，泥人张世家下一步将
围绕加强版权教育，促进文化传播和交
流，拓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展开，“我们
将继续与天津市版权局携手，进一步扩
大展览范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举办
系列巡回展览，让广大师生重新审视中
国彩塑艺术的美学价值，从而弘扬传统
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同时进一步提升
他们的版权保护意识。”

泥人张美术馆将不断丰富职能，持
续举办高质量的艺术展览，还将通过增
设教育活动和公益讲座等形式，为不同
年龄层的观众提供深度的文化体验与艺
术启迪，把泥人张世家在版权登记、成
果转化、版权运营等方面的成果分享给
更多人，让全社会看到版权如何为民间
文艺赋能。

主动求新求变 推动版权资源流动

“一个泥塑作品从捏制到阴干、烧
制、打磨、彩绘，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
工序，同时泥坯还需要窖藏3年。”张
宇说，泥人张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靠
的就是深厚的传统技艺，而如何让这
项民间文艺被更多人知晓，让民间文
艺发扬光大，他们想到了版权展览展
出，通过推广天津民间文艺作品，形
成品牌传播效应。

泥人张世家连续参加了第八届和第
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并在第九届
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代表天津获得
最美视听效果奖。2024 年，泥人张世
家再次作为天津版权代表，参加第二十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版权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主题
展，并获得优秀参展企业奖。

备受瞩目的“泥人张世家张宇雕塑
作品展”刚刚在天津美术馆落下帷幕，
这是张宇的首次个展，也是泥人张世家
传承与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此次展览
还展出了泥人张世家历代大师的 13 件

（套） 经典之作，清晰勾勒出泥人张世
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传承轨迹，为观众
搭建起一座深入了解泥人张世家百年历
史与独特魅力的桥梁。“展览不仅是一
个展示平台，也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我
们这样的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版权
价值。”作为民间文艺传承人，张宇
深知版权保护对民间文艺传承的重要
性。“可以说，是版权保证了我们民
间文艺传承人的创作得到尊重和认
可，也为我们的作品提供了保障。”张
宇说。

自2023年开始，“天津民间文艺泥
塑作品展·泥人张世家作品全国巡回
展”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已经走过多个
城市。在天津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举办
的展览，是天津市版权局与泥人张美术
馆联合打造的天津民间文艺版权作品专
业展览。

在去年4月举办的全国知识产权宣
传周版权主题活动上，天津市版权局
组织了泥人张泥塑作品和杨柳青画作

展示。天津地区民俗文化的独特性、
丰富性和连续性让观众眼前一亮，尤
其是泥人张的泥塑作品充分体现其流
畅的雕塑技法，细腻的刻画和栩栩如
生的形象令观众赞叹不已，也让他们
亲身体会到版权赋能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的重要作用，更提升了版权保护
的意识。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和积淀，泥人张
世家已经在版博会、文博会等展出中
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品牌传播效果，在
展示展览版权成果、活跃版权交易贸
易、促进版权价值转化、推动中外版
权交流的各种活动中获得了市场和口
碑的双重肯定。

“通过产品开发与版权运营，泥人
张世家如今再放光彩。虽然我们只是版
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小例子，但是版权为
我们带来生机与魅力，让我们在继承中
求变、在创新中传承，彰显了泥人张彩
塑艺术历久弥新的魅力。”张宇说。

拓宽展示窗口 促进版权价值转化

“泥人张世家的作品都是纯手工
制作，定制化生产，个性化制作，产
量稀少，即使同一款作品也是每个都
不一样。”张宇说，泥人张世家的每
件作品都是制作者的智力和劳动创作
的结晶，更是历代泥人张制作者匠人
精神的传承和呈现。

在天津市版权局的大力支持下，
张宇接管泥人张世家绘塑老作坊以
来，高度重视版权保护。为了更有效地
提高员工版权意识和版权保护效率，
泥人张世家首先从内部着手，采取了
一系列具体措施。“在企业内部，我们
建立了完善的版权管理制度，明确了
作品创作、登记、使用、授权等各个环
节的流程和责任分工，确保每一步操
作都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管是经
营者，还是手工制作者，都要先进行专
业的版权培训后再上岗，从意识上重
视版权在泥塑彩塑作品经营传播中的
重要作用，这为企业的版权保护工作
提供了坚实保障。”张宇说。

此外，泥人张世家对所有作品从
设计稿到成品全流程进行作品登记，
每个展示和销售的作品都附有电子登
记证书二维码标志，包括家族历史作
品等都进行了版权登记溯源保护。张
宇介绍，除了在内部全面提升版权意
识，全面普及登记保护之外，泥人张
世家还积极向外部拓展，充分利用新
媒体和社交平台，开展版权保护宣传
活动。“只有全社会的版权意识提高
了，才能更好地保护产业链上的每一
家企业。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
天津当地特色，通过发布版权保护相
关宣传文章、视频等内容，向公众普
及版权知识，提升大众对版权保护的
认识和支持。”张宇说。

靠着“多条腿”走路，泥人张世
家不仅强化了内部的版权保护机制，
还积极向外传递版权保护的重要性；
不仅保护了自身作品的合法权益，也
为推动泥塑彩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更为版权产业的繁荣发
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秉承全新的经营理念，泥人张世
家以版权为重，重新梳理了版权资源
体系，从版权保护入手，开启了泥人
张彩塑新的“版权时间”。

张宇介绍，在版权授权经营上，
泥人张世家做了很多尝试，先后与百
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天
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塑话百
年》《我和我的世家》《泥人张彩塑
技法》，与国外专业出版社合作出
版俄文版 《我和我的世家》，拓宽
了泥人张艺术的全球视野。同时，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泥
人张世家 195 周年纪念》 和 《张宇
雕塑作品集》 两本书，都开发了以
泥人张世家历史、作品等为元素的
手机壳、明信片、书签、冰箱贴等
系列文创衍生品。这些充满年轻、
时尚、潮流气息的文创衍生品也成
为具有代表性的“天津礼物”及

“中国礼物”。
如今，泥人张世家在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播上不断推陈出新。在位于天
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的店铺中，台
历、冰箱贴、盖章册等文创产品琳琅
满目，尤其是今年新推出的书签文创
产品“福运满满上上签”，更是深受
各地游客喜爱。通过一系列版权授权
的活用，泥人张世家逐渐成为中国有
影响力的文化IP之一。

“多条腿”走路
健全保护机制

▲张宇在天津益中学校现场指导学生
制作泥塑作品，带领他们感受创意之美、体
验非遗的独特魅力，孩子们对版权保护也
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

本报记者 韩萌萌 摄

▶泥人张世家作品《紫气东来》。
泥人张世家 供图

2024年，泥人张世家代表天津
版权参加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版权赋能城市
高质量发展”主题展。

泥人张世家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