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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西安国际儿童戏剧展演如约

而至。8 年来，这一国际性戏剧节邀请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16 部优秀剧目，演出 650 场，线

上 线 下 观 看 人 数 近 700 万 人 次 ，以 西 安 为 圆

心，拉起世界儿童戏剧的“朋友圈”，也为中国

儿童戏剧创作打开与世界通联的窗口。我国

儿童剧创作发展迅速，品类不断丰富，品质不

断提升。然而，如何进一步增强原创力，避免

创 作 同 质 化 ，扩 展 现 实 题 材 儿 童 剧 的 广 度 与

深 度 ，更 好 满 足 不 同 年 龄 层 儿 童 的 需 求 ？ 西

安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以 精 筛 选 题 为 源 头 ，探 索 破

题路径。

我们追求“一剧一特色”“一剧一风貌”，积

极拓展舞台呈现方式，讲孩子们爱看的中国故

事。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推出了多部作品。

比如，以祖孙情为叙事线索、展现节气传统文化

的《二十四个奶奶》，深挖本土文化、让文物“讲

故事”的《我们是秦俑》，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革

命精神的《遇见星海》，回望峥嵘岁月、呼唤世界

和平的《火印》，讲述父子情感的《我和大圣的一

天》等等。

这些儿童剧作品在满足孩子们文化需求的

同时，真正与他们产生心灵共鸣，在孩子们心中

种下真善美的“种子”。《二十四个奶奶》巧妙地

把民俗、二十四节气、祖孙情融合在一起，创造

性运用黑光剧、肢体剧等表现形式，获得国内外

23 项荣誉和奖项，不仅深受小观众喜爱，更让世

界看到中国儿童剧的魅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丰厚。《遇见星海》运用歌舞剧元素，让故事伴

随音乐歌舞呼之欲出。演出中，小观众们经常

看着听着，就跟着一起唱了起来。《我和大圣的

一天》没有舞台边界，小观众和演员们身处同一

个场景，演员通过细致入微的表情与动作，将人

物的情感表达出来。

孩子是天生的梦想家，创作者不应仅仅满

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还应该重视舞台视听感受，

关注综合艺术的呈现方式。背靠十三朝古都西

安的深厚文化底蕴，我们积极探索“舞台+旅游”

“舞台+云端”“舞台+户外”等“舞台+”儿童剧融

合方式。2017 年，文旅融合儿童舞台秀《哪吒》

在西安曲江海洋极地公园上演。该剧融合杂

技、武术、木偶剧、音乐、舞蹈等表演形式，运用

数字影像技术，融合中国故事和中国元素。如

今，《哪吒》已连续演出 7 年超 800 场，累计服务

观众近 70 万人次。《我们是秦俑》以包括秦俑在

内的 11 件文物为故事蓝本，赋予文物以生命，将

文物材质特性、修复过程和文化内涵融入故事，

以小朋友易于接受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文化

传递。自 2019 年首演，该剧连续获得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分别受邀在北京、成都、青岛、杭州、

厦门等地演出。

儿童剧不但要给孩子带来欢乐，更要让孩

子们在美的舞台和美的故事中接受陶冶、享受

艺术，培养健全人格。这就对儿童剧创作提出

更高要求，这是要求，也是激励我们不断创新的

持久动力。

（作者为西安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本报记者

张丹华整理）

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王丽虹

在 戏 曲 人 看 来 ，绝 活

儿是一个审美概念，是建

立在扎实基本功之上的技

巧展示，是水到渠成，是平

中见奇。它的运用要符合

戏中人物的情绪、心境的

需要，要合适、恰当，而且

要让观众“放心看”，绝不

能“揪心瞧”。

谭元寿先生年近花甲

时在舞台上演出的《打金

砖》至 今 为 人 津 津 乐 道 。

在“倒板”后，刘秀踉跄上，

神志不清，倒步、拎褶子。

“吊毛”“抢背”“甩发”，几

乎没有停歇，一气呵成，酣

畅淋漓。后面的“抢背”下

高台，单腿儿“僵身”，干净

利落脆，没有一点儿拖泥

带水……大家不仅佩服他

的基本功扎实，技术技巧

过硬，更欣赏他所运用的

技巧没有夸张，没有卖弄，

没有虚晃。

众所周知，“僵身”是

京剧的基本技巧，在老生

行里算大动作，也算是绝

活儿。它是表现人物气血

攻心、愤懑到极致或遭击

打濒死前的休克状态。双

腿绷直向后倒地、背部先

着地的称为“硬僵身”，对

应 的 称 为“ 软 僵 身 ”。 在

《清风亭》的音配像中，迟

金声先生为马连良先生配

像 。 当 时 迟 先 生 已 经 80
岁，在《清风亭》末场做了

两个“僵身”动作。试想，

生活中一个耄耋老人，谁

敢后仰倒地？而且第一个“僵身”更具挑战性。迟

先生饰演的张元秀看到老伴儿贺氏碰死的场面，

大吃一惊，没有预备动作，直接“扔棍”“甩帽”“僵

身”三个动作同时进行。迟先生近半个世纪当导

演、做教师，没有演出，也不上台，这些绝活儿动

作，没有幼时打下的基本功是无法完成的。老一

辈艺术家正是因为有深厚功底，高龄时仍“敢做”

这种常人不敢想、不敢做的动作。他们有技巧、有

底气、有信念，才有这样的惊人绝技、绝活儿。

“甩发”是老生、武生、小生、花脸都应用的必

练技巧。《打金砖》“太庙”一折，刘秀有繁复的“甩

发”动作；《打棍出箱》中的范仲禹也有各种“甩发”

技巧；武生《盘肠战》《一箭仇》，小生《周仁献嫂》，

花脸《芦花荡》中都有大量“甩发”应用，各有千

秋。张学津先生在《四郎探母》中饰杨四郎，“回

令”一场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动作，在锣鼓声中，他

在戴着手肘不能扶地借力的情况下，上面“甩发”

随着身体转动甩两圈儿，而腿要用腰力完成盘跪

转身半圈儿，从跪膝到盘坐。进行到太后、国舅

“讲”时，再由右腿儿盘坐反向完成左腿盘坐，同时

“甩发”也要反甩两圈儿。台下观众看着演员完成

这些动作并不费力，或者并不明白其中的动作连

贯，其实它是一般老生演员极少能完成的绝活儿。

经常看戏的观众会发现，京剧与地方戏有很

多相同的剧目，但是在表演中有很大差异。京剧

《打棍出箱》是有名的老生剧目，主人公范仲禹在

出箱过程中有一些比较丰富、繁难的动作，如“鲤

鱼打挺”“滚箱落地”等。广西桂剧《打棍出箱》则

有险绝的技巧，如后仰“僵身”团身入箱、“后空翻”

入箱、站箱边“前空翻”下箱等。南方戏、东北戏重

技巧的多，擅用繁难的技巧，比方《八大锤》中的陆

文龙，南方的有很多抛、接双枪的高难动作，而京

派的陆文龙，双枪几乎没有离身的大出手，只是利

用旋转、翻身和普通的双枪花亮相来表现人物。

在地方戏中，通过单根翎子抖动、双翎子抖动，表

现吕布的轻浮、撩拨，很有渲染力；通过帽翅儿的

单侧摇动、双翅儿前后摇动，表现寇准的踌躇犹

豫、心绪起伏。京剧经过了几代人打磨、洗礼，趋

于平和、雅致；地方戏还保留着纯真朴实、乡情野

趣，深得观众喜爱。

戏曲的审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追求中正平和。绝活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切

以剧情人物需要为准，点到为止，自然贴切、水到渠

成是最高级的处理。盖叫天先生在《七雄聚义》中

借鉴《洗浮山》贺天保的扮相，用在了水泊梁山美髯

公朱仝身上，箭衣、大带、罗帽、双背刀、马鞭、髯口、

厚底、褶子于一身，在复杂的动作中边唱边舞，把身

上所有牵绊的零碎儿摘得一丝不乱，干净、漂亮。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老一辈艺术家的

表演实践让我们看到，所谓的绝活儿都具有稳、

美、全的特点。既稳妥、稳当、稳定，又精彩绝伦，

同时周全地融入唱念做打的表现之中，融化在戏

情戏理之内，其背后蕴含着演员对舞台的敬畏虔

诚、对艺术的精益求精。

（作者为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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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绝活儿

从 2009 年起，资中县木
偶剧团每年进校园演出上
百场，基本覆盖了资中县城
乡的学校。近年来，在当地
政府支持下，送文化下乡、
资中大舞台等文化惠民活
动越来越多，参加这些活动
成了剧团的常态。

早先的木偶戏，演员在
帷幕后面，观众“只见木偶不
见人”。这几年，演员逐渐从
幕后走到台前，演起了“亮台
戏”，真正做到了人舞偶、偶
似人，人偶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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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吐火……提到这些川剧绝活儿，大家

都不陌生。但让木偶变脸、吐火，恐怕很多四川

本地人都没见识过。

在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有一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资中中型杖头木

偶戏。作为稀有地方剧种，资中木偶戏流传至

今已有 100 多年，深受当地百姓喜爱，培养了一

大批“偶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曾有多支民间木偶队活跃在资中，1953 年，

合并成资中县木偶剧团，一路走到今天。

从 2009 年起，资中县木偶剧团每年进校园

演出上百场，基本覆盖了资中县城乡的学校。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送文化下乡、资中

大舞台等文化惠民活动越来越多，参加这些活

动成了剧团的常态。

木偶戏的活态传承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帷幕后，演员一手撑杆、一
手握扦，头顶的木偶唱念做打
一样不落，既热闹又稀奇

球溪镇距离资中县城 35 公里，这里是资中

县木偶剧团团长胡海的老家。

71 岁的林榜玉是土生土长的球溪人。孩童

时第一次看木偶戏的场景，他回想起来仍旧鲜

活如昨。“我那会儿才 13 岁，每天都盼着跟家里

亲戚到县上，看木脑壳，好耍得很。”林榜玉说的

“木脑壳”，就是当地人对木偶戏的爱称。

那个年代，一场木偶戏门票要好几角钱，足

够下馆子美美地吃上一顿大餐，可林榜玉从不

心疼，一连好多年，每次去县城都要看。

木偶戏在当地也叫“顶像”。林榜玉的记忆

中，“顶”得最好的是跟他同一个生产队的杨启

富。杨启富的父亲杨荣山因木偶戏闻名乡里，

儿子杨武已经成长为资中木偶剧团副团长。

“他顶的木偶翻来滚去，眼珠子都能转，跟

真人一样。”这些技艺在幼年的林榜玉看来神乎

其神，“学都学不来。”林榜玉还记得，那时的木

偶比现在要小得多，每次都得费尽力气往前排

挤，占个好位置，才能看得清楚。

生在巴蜀之地，川剧唱腔和武打动作在资

中木偶戏里也是常见。帷幕后，演员一手撑杆、

一手握扦，头顶的木偶唱念做打一样不落，既热

闹又稀奇。

“现在跟老伴到儿子那儿住了，回来得少，

但只要有木偶戏，就一定会看！现在的木偶戏

内容有很多创新，更好看了。”多少年过去了，林

榜玉的木偶戏瘾一点儿没少。

资中县作家协会主席顾建德也是一名资深

“偶粉”。从前在中学当校长，资中县木偶剧团

常到学校演出，一来二往，顾建德便和剧团熟络

起来。

“以前是和学生们一起看，现在是带着小孙

子一起看。”在资中县政府的支持下，木偶剧团

每个月都要在自己的剧场里安排一场专场演

出，顾建德祖孙几乎从不错过。“爷爷，我也想要

个‘木脑壳’。”每次看完，小孙子总吵着想要一

个木偶，顾建德只得向老朋友胡海求助。“剧团

里没有空闲的，孩子这么喜欢，单独给他做一

个。”接过“定制”的孙悟空木偶，小孙子高兴得

手舞足蹈。

会变脸会变脸、、能吐火的木偶能吐火的木偶，，一一
上台便技惊四座上台便技惊四座

据文献记载，资中中型杖头木偶戏始于清

光绪年间，1877 年左右。当时，木偶戏俗称“三

根棒”，其中两根棒操纵木偶，俗称“手扦”；另

有一根棒为木偶主心骨，上端连接木偶头部，

下端由演员托举操纵，因形似“杖”，故名“杖头

木偶”。

不少地方都有杖头木偶，形态各不相同。

大木偶形似真人，便于观看但操纵吃力；小木偶

操纵方便，但观众难以看清。资中杖头木偶属

于中型，由此根据自身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操纵

方式。演员左手握棒把木偶“顶”起，通过手腕

保证演出中木偶要“平且稳”；右手搓扦，通过两

根钢钎操纵木偶做出各种动作表情，讲究“稳、

准、活”。

“我爷爷曾经是走江湖的民间艺人，‘大地

山河一担装’，个中辛酸难以言表。新中国成立

后成了剧团演员，翻身做主人。你看那时候的

剧照，连木偶眼里都闪耀着光彩。”杨武说。

父亲去世后，14 岁的唐友民“顶班”进入剧

团，开始学习木偶戏表演。演着演着，唐友民对

木偶制作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家自己捣鼓，渐

渐学会了维修木偶和制作一些小道具。

随着越来越多年轻演员加入，唐友民慢慢

转向幕后。2010 年开始，他全职从事起木偶制

作。据他介绍，最初的木偶头部由麻柳树雕刻

而成，整个木偶有五六斤重，“顶”起来不难，但

长时间“顶”，演员就很辛苦了。演员出身的唐

友民深知操作木偶的艰辛，便花大力气尝试给

木偶“减重”。经过研究，他改进了材料和工艺

流程，比如木偶头部改由纸壳糊贴，一下子减到

只有两三斤重，大大减轻了演员的负担，而且不

影响表演效果。

作为木偶主心骨的棍上藏着各种机关，有了

这些机关，木偶就能完成弯腰、眨眼等精细灵巧

的动作。唐友民爱琢磨，总想着做出点儿不同以

往的新东西来。2006 年，他盘算着把川剧的变

脸、吐火绝技跟木偶戏相结合，几个月“研发”，唐

友民真的做出了会变脸、能吐火的木偶，一上台

便技惊四座，“出去比赛拿了好几个金奖。”

“木偶戏早年行走民间，一个戏班子就是一

大家子人，每个演员啥子都得会。搭台布景，大

家一起上，最快 10 分钟就行。”唐友民笑着说道。

2008 年，时隔 20 多年，木偶剧团重启面向

社会招考。新鲜血液的加入，让剧团重新焕发

出活力。

1994 年出生的周颜能歌善舞，从小也是一

名“偶粉”。2012 年，周颜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剧

团招人，她便考入资中县木偶剧团，不知不觉已

经过去了 10 余年。

10 余年里，周颜完成了从青涩稚嫩的新人

到技艺娴熟的老演员的转变。“木偶戏看着好

看，练起来是真苦。”周颜一伸手，两个手心满是

茧子。当年同一批进团的八九个年轻人，留下

的只有三人。周颜心里也曾打过退堂鼓，但当

台下观众的掌声响起，看到孩子们满心喜爱，她

觉得还是“值得坚持下去”。现在，剧团里来了

更年轻的 00 后，从打下手到上台演出，他们也正

在完成自己的蜕变。

木偶戏不仅在资中当地拥
有众多“偶粉”，早在 1995 年，
资中木偶剧团便首次走出国门

一路走到今天，资中木偶戏深受当地群众

喜爱，原因何在？顾建德认为，只有创新求变，

才能“一直抓住观众的心”。

以演出为例，早先的木偶戏，演员在帷幕后

面，观众“只见木偶不见人”。这几年，演员逐渐从

幕后走到台前，演起了“亮台戏”。“我们真正做到

了人舞偶、偶似人，人偶合一，现场效果更好了。”

胡海说，这对演员的基本功提出了更高要求。

“静举”是木偶表演最基础的动作，要求将

木偶举得高、举得稳。每天早上练功，演员们都

要先举上半小时。除了“静举”，还要练习“木偶

操”。“每天都要练，演员练不到位，木偶的动作

表情自然也不到位，观众可不好糊弄。”胡海说。

“在保留经典节目的基础上，我们每年还要

报送新编创节目 10 余个，在主管部门那儿‘考’

过了，才能继续进校园。”胡海说。

进校园时，将学生们喜欢的经典动漫、音乐

与木偶戏结合；送文化下乡，表演一些折子戏、小

品，还会融入少数民族的艺术元素。木偶戏的艺

术内涵越来越丰富，小小木偶，映射着大千世界。

“剧团最困难的时候，只有 4 名演员能够上

台，其中一个还是我本人。”胡海感慨万千，如今

木偶剧团有演职人员 46 人，90 后近 20 人，不再

是聚散无常的“扁担剧团”了。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一切

自信从容的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思索；所

有表面的风光，都是由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和

努力在支撑。“但大家对我们的喜爱，从未少过

一分。这份厚爱，支撑着我们这个小得不能再

小的地方戏走到今天，一路向前。”胡海说。

木偶戏不仅在资中当地拥有众多“偶粉”，

早在 1995 年，资中木偶剧团便首次走出国门，赴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进行友好交流演

出。演出大受欢迎，谢幕时，孩子们纷纷涌上舞

台找演员要签名，抱着木偶合影留念。“本来计

划演一个月，演出太火爆，又延了一个月。”胡海

说，这些年来，资中县木偶剧团先后赴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进行文化艺术交流。

行走在基层，又能登大雅之堂，有着 100 多

年历史的资中木偶戏，一步步探出一条与时俱

进的传承路。

四川省资中县木偶剧团——

每年进校园演出上百场每年进校园演出上百场
宋豪新

2023 年 5 月，资中县木偶剧团走进幼儿

园，小朋友们激动不已。 宋豪新摄

版式设计：张芳曼

资中县木偶剧团青年演员苦练基本功。

资中县木偶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