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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柳青

孙猴子一个鹞子翻身，灵活地拿起桌上的

酒壶，抬手仰头，酒水划过细细一道弧线，进

了它张开的嘴里——这听起来只是 《大闹天

宫》里家喻户晓的片段，但舞台上的齐天大圣

是一具一尺长的提线木偶，它闪转腾挪的花哨

动作戏由木偶师操纵28根傀儡线做到。

一连三天，于YOUNG剧场，非遗传承人

洪金雕在偶戏《花果山之孩儿们，操练起来》

展露了精巧的操线功夫，让小小的偶成为生动

的动作巨星，而这些让小观众激动沸腾的“大

场面”，对于泉州提线木偶戏这个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剧种而言，只

是冰山一角。6月7日至9日，洪金雕在另一部

演、讲结合的《千里走单骑》中，将以回顾他

的学艺道路为主线，具体地演示泉州提线木偶

戏传统表演所涉及的仪式、线功、念白和唱

腔。这个剧种涵盖了多种艺术门类，包括造型

造像、雕刻与刺绣工艺、闽南地区的民间音

乐，以及糅合了南音特点的有辨识度的曲牌体

唱腔和细分角色行当的表演。在全国的各种木

偶戏中，唯有泉州提线木偶戏拥有本剧种独有

的音乐“傀儡调”。

自从泉州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文旅热度带

动泉州提线木偶戏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项

目，厦门大学电影学院试验用机器代替艺人操

纵提线木偶，这项传统艺能拥有了“时尚”

“高科技”的光环。洪金雕相信泉州提线木偶

戏会走向越来越大、越来越新的舞台，但他不

认为这仅是一种以“奇技”为卖点的文旅产

品。在他心里，泉州木偶戏有一套精妙的表演

体系，同时是闽南地区民间信仰和风俗不可缺

失的一部分，即便离开泉州去深圳创立自己的

木偶剧团，他仍常回想师父带着他上山下乡，

在村子里从午夜演到黎明的那些往事。不久前

的静安戏剧谷展演期间，他与南非偶剧《迈克

尔 · K的生活和时代》的导演对谈，他首先强

调：“泉州木偶戏承担着特殊的仪式功能。”弦

歌不辍，他身体力行地让泉州提线木偶在多样

化的舞台上展现活力，也渴望着与这个剧种有

关的日常风俗和文化记忆，能以积极的、有效

的方式被保存下去。

关云长的戏服内衬是    年
代的报纸

排练结束，洪金雕穿过挤满道具箱的后

台，走到挂满木偶的衣架前，和钟馗、小和

尚、小猴的木偶挂在一起的，有一尊用黑丝绒

包裹着的神秘偶像，洪金雕边解着绳结边念叨

着：“我只有在演《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把他

请出来，演一次损耗一次，真舍不得。”说话

间，一尊擎着青龙偃月刀的关羽木偶露出真

容，关羽神态庄严，他身着的一袭武生大靠熠

熠发光，绿底洒金的戏袍在苍白的灯光下流光

溢彩，在场众人同时发出“哗”的感叹。

关羽身上这件戏服是1950年代的一群绣娘

的集体作品。往日闽南农村的女子们因地制

宜，用艳丽的色织纱线纺出木偶戏服的布片，

内衬纸片加固，通常用报纸。洪金雕指着关羽

的一只袖口惋惜：“年代久远，这地方裂了，

修不了，现在不用这种织布和绣花的工艺

了。”从裂开的袖口里，能看到泛黄的报纸，

他呵呵一笑：“这可是1950年代的报纸！”这件

戏袍绣着密密匝匝的金线，有丰富的层次感，

虽是织物，却似黄金錾刻的质地。这是泉州当

地的“金苍绣”，工艺繁复，极为耗时，所以

从前的木偶戏服常是乡村女性在农闲时集体劳

动的成果。否则，“就这件关羽身上的戏服，

一个绣娘从早到晚绣一个月都未必能做完”。

如今能熟练掌握金苍绣工艺的绣娘，年龄最大

的超过90高龄，最年轻的也快50岁了。

泉州提线木偶戏最早在唐代末年从中原传

入，在闽南地区流行开后，经千年未曾中断传

承，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精湛的技艺与演出体

系。大部分木偶的提线在16根，猴戏灵巧花

哨，孙悟空的提线达到28根，最复杂的偶能有

44根提线，木偶师拉着提线使它们换装、变

脸，让人称绝。

这个剧种有着中国传统戏曲载歌载舞的共

性，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要有操纵提线的

“线功”，声腔表演的“唱功”也同样重要。洪

金雕尊称“师爷爷”的泉州木偶大师黄奕缺少

时学艺，每天五点起床吊嗓，接着一整天的背

唱、练线功，到晚上还要拍曲清唱。从学徒到

一代宗师，他一辈子“偶不离手，曲不离

口”。偶戏行当分成生、旦、北、杂，“北”是

花脸，“杂”为丑角。传统的提线木偶戏演

出，艺人站在齐胸的屏风后操纵木偶，观众同

时看到艺人的手势、表情和木偶的动作、神

态，欣赏艺人的连说带唱的表演。一个木偶三

斤重，仅在手里提着就不轻松，又唱又做对表

演者的体力、耐力和专注力要求极高。

生活在哪里，戏在哪里

洪金雕曾随他的老师林文荣去山坳里演

“村戏”。村里搭台，剧组严格遵循传统的流

程，深夜开场，锣鼓声响，先演 《相公踏

棚》。“相公”是指闽南的戏神，他被视为传递

人间愿望的灵媒，这出戏最重仪式感。做完这

套神秘且复杂的程序，才是正式的戏码演出，

从午夜唱到天将破晓，然后隆重地把戏神送

走，天色微明，这一夜的戏方落幕。闽南农村

逢婚事、生子、庆生、悼亡以及神佛节日，都

要请剧团来演提线木偶戏，这些在洪金雕的记

忆里，是童年盛大的节日，成年以后他体会

到，木偶戏从闽南的风土里生长出来，艺术和

尘世的生命诉求、和超越尘世的精神追求紧紧

地系在一起。

在农耕社会的节奏里，人们欣然地接受能

演上七天七夜的 《目连救母》 和 《父子状

元》。随着现代的农村社区减少，年轻人进城

求学务工，留守村民老龄化，闽南地区的木偶

戏逐渐流失原生的土壤。这从泉州市木偶剧团

的演出剧目数量可见一斑：1952年，泉州木偶

艺术团成立时，官方统计，民间留存700余出

折子戏和300多支曲牌的唱腔；1980年代，泉

州市木偶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有100多出折子

戏；在2021年泉州整座城市“申遗”成功

时，仍然在演出的传统木偶戏是20多出折子

戏。这三年里，泉州市木偶剧团门庭若市，

游人如织，木偶戏演出一票难求。这个剧种被

唤起时代风采，使得从业者们振奋，但老剧目

的保存和活化、新剧目的创排，仍是迫在眉睫

的议题。

在被更多的人群“看见”之后，泉州提线

木偶戏所承载的美学积淀、历史记忆和精神力

量，如何迁移到当代剧场里，成为当代戏剧表

达的一部分？这是洪金雕在创作 《千里走单

骑》时反复思考的。在他看来，“师爷爷”黄

奕缺早在几十年前确立了守正创新的典范。黄

奕缺坚持两条理念，其一，“要有新戏，艺术

要有提高，否则观众不会再来”。1956年，28

岁的他参演传统戏《水漫金山》，戏里有个受

法海差遣给许仙传话的小沙弥。黄奕缺改造了

木偶的结构，使它能灵活转动脑袋和四肢，然

后他给小沙弥设置许多丑角特有的身段，这个

原本过场的小角色摇身一变成了整部戏里最出

彩的大角色。30年后，黄奕缺再次丰富了小

沙弥的戏，他综合木偶戏丑角最有可看性的

技巧，全新编排整合在这个小沙弥身上，这

出 《小沙弥》 成了泉州市木偶剧团最受欢迎

的保留剧目之一。黄奕缺的另一个重要观念

是不把剧种当孤岛，他相信融合是推动艺术

进步的力量。1961年，他提出“木偶戏是综合

的演出形式，应以提线木偶表演为主，综合其

余木偶表演于一台”。1978年，他创作《火焰

山》实践了这番构想，这又成就一部常红至今

的剧目。

手艺人做守艺人，并非刻舟求剑，也不是

抱残守缺。无论是洪金雕亲历的“乡村社

戏”，或是见证黄奕缺的“新编戏”在反复的

演出中成为新的“传统戏”，他意识到提线木

偶戏的生命力根植于此时此刻的生活——生活

在哪里，戏在哪里。《唐皇游地府》《三藏取

经》很难在当代剧场里看到，但传统西游戏的

华彩部分被重整后转移到《火焰山》。洋溢着

旧时闽南民俗的丑角戏难以被当代年轻人理

解，但这个行当的技巧和亮点被集纳于《小沙

弥》。黄奕缺走出来的新路，不该是后辈止步

的终点。洪金雕借鉴前辈的理念，《花果山之

孩儿们，操练起来》综合各种木偶戏的表演，

《千里走单骑》以个人视角撷取提线木偶戏花

脸和丑角行当的高光表演，即便这是两个存在

改善空间且受到争议的作品，可创作者毕竟勇

敢地跨出了新的一步。

唯有步履不停，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继承。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洪金雕在沪展露精巧的“线功”“唱功”

泉州提线木偶戏的手艺和守艺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著名导演郭

宝昌用尽一生写就《大宅门》。

郭宝昌晚年笔耕不辍，80岁提笔，83岁

完成60万字长篇小说 《大宅门》 定稿。他

曾说：“每到大风起兮的时候，我的思绪总随

着风回到那个年代……”6月8日—10日，中

国国家话剧院制作演出的话剧《大宅门》将在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上演。届时，风

云变幻的时代背景、几番沉浮的“白家老

号”，曲折坎坷的人物命运，都将在舞台上一

并呈现。

2001年，电视剧 《大宅门》 一经播出便

轰动全国。201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版《大

宅门》诞生，由刘深编剧，郭宝昌、李欣凌共

同执导。彼时北京首演，曾创造了“戏未排

完，票先售罄”的佳话。11年来，该剧巡演

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70多集的电视剧要

浓缩成两个半小时的舞台剧并非易事，编剧刘

深费时三年，五易其稿，才有了今日的呈现。

当“大宅门”里那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庞从远处浮现，观众不仅得以回顾那些性格各

异的鲜活人物，也能重温这部荡气回肠的家族

史诗。与电视剧对时代的全景式展现不同，话

剧版更加紧扣“大宅门”的主题，以“七爷”

白景琦为核心，描画了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

乐和沉浮起落。

话剧《大宅门》以“老年的白景琦，打着

灯笼巡视自己的宅院”开篇，让故事随着他的

思绪回首过往，串起他的传奇一生。这一灵感

源自刘深无数次翻阅小说后而来，他在创作初

期一度苦思冥想许久，仍旧找不到突破口。而

这段极具画面感的描绘让他在短短4个月里一

气呵成完成剧本。也正因这个开头，才有了与

之相呼应的结尾——老年白景琦和幼时白景琦

一老一小“跨时空对话”。“我想以此展现白景

琦的豁达、大气和他始终坚守的家族大义、家

国情怀。”刘深说。

话剧《大宅门》中没有小角色，主角、配

角个个出彩。尤其是剧中白景琦一角，国话演

员吴樾将从角色的18岁演到86岁。“看前面黑

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

干干净净。”这段《挑滑车》里的京剧念白在

剧中多次出现。为这几句念白，吴樾还特地请

教了专业京剧演员，并决定在全局结尾加入唱

腔。“这样能贴合白景琦的票友身份，也能更

加彰显他年轻气盛、放荡不羁的人物性格。”

演员常玉红在剧中“一赶三”，分饰黄

春、杨九红和李香秀。演出过程中，她的妆容

几乎不变，仅靠声音台词、肢体动作和细致入

微的表演技巧来刻画三个不同的人物。“黄春

温顺，说话甜美是她的特质。杨九红比较泼

辣，快人快语。李香秀是个聪明的姑娘，且有

大局观，演绎她的时候我在声线上作了变

化。”在她看来，三个人都爱着白景琦，但杨

九红被赋予的笔墨最多，因其本身性格鲜明，

爱恨也最浓烈。

此轮演出是《大宅门》今年巡演上海唯一

站，邀约的过程并不容易，“九棵树”总经理

陈西加表示：“‘九棵树’是奉贤新城唯一一

座综合性剧场，我们希望能引入更多盛演不衰

的经典佳作，反馈给在这里工作、居住的人

们，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一流的舞台作

品，把艺术融入生活。”

中国国家话剧院《大宅门》6月8日—  日登陆“九棵树”

重温“白家老号”跌宕传奇
一勺土壤中有多少生命？花儿

为什么这么香？种子在太空旅行时

要经历哪些考验？昨天是世界环境

日，由上海自然博物馆专家花费六

年研发、浓缩了该馆精品课程和展

品的“小小博物家”丛书首发，松

江区14所学校加盟的小小博物家课

程联盟同期启动。

“小小博物家”丛书由上海教育

出版社出版，囊括《春华》《夏虫》《秋

实》《冬泥》四卷分册，聚焦花朵、昆

虫、果实种子、土壤动物四大主题，根

据上海不同季节与不同物种的科学

知识撰写。值得一提的是，以博物教

育为核心，这套丛书邀请小读者成为

自然界的小小“侦探”，通过绘本和资

源包里的线索，探寻昆虫的秘密、

追踪季节的变迁，甚至解密植物的

“语言”，激发青少年对自然的热爱

和探究欲。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

评价，进入“小小博物家”的世界，就

像踏入充满未知的自然迷宫。每翻

开一页，仿佛是解开大自然一个个精

巧的谜题。青少年可以像博物学家

一样采集收藏自然万物，像科学家

般观察记录自然，像艺术家一样进

行创作，全面培养动手、观察、艺

术和创新能力。

上海教育出版社党委副书记董

龙凯介绍，这不仅仅是一套图书，

更是涵盖图书、资源和活动的跨学

科学习平台。除了传统纸质内容，

该系列基于绘本内容和博物馆展览

资源，策划了三款移动端游戏。这

些游戏结合19种原创物种图鉴，丰

富绘本的可读性、交互性和趣味

性，形成线上线下的联动体验。

“万物皆可研究，无论是春天的

花、夏天的虫，还是秋天的果实、

冬天的泥土，都是我们孩子研究的

大方向。”活动现场，上海科技馆馆

长倪闽景以新著《超越兴趣》为起

点，诠释科学教育、博物馆与阅读的

主题。《超越兴趣》分七个章节：力量、

迷雾、支点、洞察、涌现、聚变、趋势，

包含理念与方法，本身即是一套切实

可行的科学教育行动方案。“科学的

本质在于通过数学方法揭示自然界

的因果关系，实现对未知的预测，

科学发现往往源于对日常现象的好

奇心和深入探究。”他谈到，科学素

养的核心能力是观察，区别于简单

观看，真正的观察能揭示更多未

知，实物教育不可替代，这也是博

物馆的重要性所在。在未来科技发

展中，工具化的工作或将被取代，

难以替代的正是个体的体验和发现。

推进中小学科学教育，博物

馆、书籍等课外资源与课堂教学并

非简单叠加，而是需要整合优化并

有机结合起来。上海市教师教育学

院教研员赵伟新透露，以“小小博

物家”丛书为载体，将开发适合小

学生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提

升科学教育课程资源的丰富性和适

切性，引导孩子们树立“以自然为

伴”理念。而随着沪上馆校合作愈

发频繁，上海自然博物馆面向学校

开发了各类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

未来将把“小小博物家”等馆方教

育资源积极应用到学校课程实施

中，发挥科普场馆在科学教育领域

的重要作用。

小小博物家课程联盟成员之

一、松江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李军

从创设空间、开发课程、丰富活动

等方面，分享了校内师生多元有趣

的博物活动。他谈到，博物馆与学

校为实现各自教育目标深度合作，

让孩子们有了更多学习与实践的机

会，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综合素

养都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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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与电视剧《大宅门》对时代的全景式展现不同，话剧更加紧扣“大宅门”的主题，以“七爷”

白景琦为核心，描画了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乐和沉浮起落。图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演

出的话剧《大宅门》演出照。 （演出方供图）

“小小博物家”丛书含《春华》《夏虫》《秋实》《冬泥》四卷分册。 （出版方供图）

一连三天，非遗传承人洪金雕

在YOUNG剧场带来偶戏《花果山

之孩儿们，操练起来》，展露了精巧

的操线功夫，让小小的偶成为生动

的动作巨星。另一部演、讲结合的

《千里走单骑》将于6月7日至9日

呈现。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