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 得 云 开 见 月 明
——记辽西木偶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娜

陌 陌

陕西省第四批非遗名录出炉

刘艺子内画水墨画艺术展举办

本报讯 （驻 河 北 记 者 李 秋 云

通讯员孟贵成）近日，由中国工艺美

术集团、中国鼻烟壶专业委员会主办

的“刘艺子内画水墨画艺术展”在北

京国粹苑举办。

此次展览汇集了中国工艺美术

学会鼻烟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内画

河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艺子，近 20

年提倡新内画、倡导内画艺术化而创

作的“无题”“故园梦”及“云水禅心”

三大系列百余件作品，另有水墨画作

品 25件。

1989 年，辽宁省锦州市木偶剧团宣

布解散，王娜曾 以 为 这 是 她 职 业 生 涯

的 终 结 。 她 还 清 楚 地 记 得 最 后 一 场

演 出 时 的 情 景 ：没 有 以 往 的 嘻 嘻 哈

哈，每个人都很沉默，仿佛有一种无形

的 压 力 罩 在 头 顶 。 大 家 尽 全 力 去表

演，感觉像小说《最后一课》里的小弗郎

士。演出结束了，王娜的泪水夺眶而

出：“原来中断这门艺术，像中断我的生

命一样难受……”而如今，王娜已成为

辽西木偶戏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再难也不想放弃

王娜说：“以前，春秋两季最繁忙。

因为学生开学，我们要送戏进校园，常

年如此，成了习惯。后来剧团解散了，

突然闲下来，特别不适应。每天一睁

眼，就有种空落落的感觉。”不仅是王

娜，剧团里其他的演员说晚上做梦都在

表演。也是这时，王娜才明白木偶戏对

自己的真正意义。于是她组织了五六

个人，自己出钱租了一辆小面包车，继

续送戏进校园，不为别的，只为圆梦。

好在木偶戏的演出形式非常灵活，

可繁可简。繁杂起来需要舞美、音乐、

灯光等协作配合；简单起来只需木偶、

演员、幕布即可。王娜和她的小团队就

这样以“轻骑兵”的形式，辗转于锦州市

的各个学校，义务演出了 3年。

此后的路，王娜走得一波三折。2000

年，王娜凭借自己的力量自办木偶剧团。

这家木偶剧团虽然名为锦州市木偶剧团，

但与当年的木偶剧团相比有天壤之别。

作为一家私营剧团，万事她都要亲力亲

为。成立之初，通过努力她拉来了一家企

业的赞助，可惜好景不长，该企业很快就

走了下坡路，王娜又回到了原点。

“既然坚持到现在，再难也不想放

弃。”这种信念支撑着王娜熬过最艰难

的岁月。她敏感地意识到市场是制约

木偶戏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想起死回

生，必须先找市场。由于本地的市场十

分有限，王娜果断决定“借水养鱼”，带

领木偶剧团南下广东，在中山市连续演

出了 20个月。

奖牌背后的泪与汗

回忆起那段经历，王娜觉得虽然艰

苦，但很值得。外出演出不但养活了剧

团，更开阔了眼界。辽西木偶戏在东北

算是一枝独秀，但跟文化底蕴深厚的南

方木偶艺术相比，就呈现出剧目老套、

没有绝活等问题。“想要适应市场竞争，

必须苦练技艺。”这是王娜在摸爬滚打

中总结出的经验。

辽西木偶戏是杖头木偶戏，举功是

基本功之一。为了锻炼臂力，剧团里的

小姑娘要天天举着木偶练习，一练就是

几个小时，最后练到肩膀长出结实的肌

肉，30斤重的木偶可以轻松举过头顶。

亮剑的时刻终于到来。2008年，王娜

带领她的剧团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木偶皮

影中青年技艺大赛，与来自全国的40多个

剧团一较高低，可谓强手如林。王娜的初

衷是练兵，让学生们体验一下高规格的比

赛，没想到孩子们给了她一个惊喜。

在长绸舞竞赛单元，王娜的女儿高

鸣鹤舞动 10 米长绸，获得最佳表演奖。

“6 分钟内响起了 4 次掌声，当时我激动

得热泪盈眶。”作为母亲，看到女儿的成

长王娜十分骄傲。后来，这个节目被上

海戏剧学院收入教学内容，高鸣鹤也因

此获得了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深

造的机会。毕业后，高鸣鹤婉拒了上海

木偶剧团的挽留，回到家乡，跟母亲一

起经营木偶剧团。

奖牌的背后是泪水和汗水。除了

王娜，谁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木偶戏

付出了多少。渺茫的前途、微薄的收

入，这些尚可忍受，最难的是没有排练

场。“有一次我们受邀参加一场晚会，没

有地方排练，只能借用一个阁楼。寒冬

腊月，阁楼没有暖气，为了表演，只能穿

着 单 薄 的 衣 服 练 习 ……”每 次 讲 到 这

里，王娜都会动情，她最心疼的始终是

她的孩子们。

延续传承的链条

转机来得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

锦州木偶剧团在各种比赛中频频

获奖，创造了知名度。2008 年，王娜被

命名为辽西木偶戏的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最重要的是，国家非遗保护专项

资金给剧团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他们

不用再东奔西跑地演出，可以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创作和传承上。

“辽西木偶戏最厉害的地方是木偶

装置，当年在造型和设计方面都是全国

首屈一指的。”王娜说。为此，王娜特意

请回了著名的辽西木偶大师索万金，负

责制作木偶和恢复传统剧目，目前已重

新打磨了《腿的故事》、《猪八戒背媳妇》

等传统剧目。

有剧目还要有演员。这个行业付

出多、工资低，因此人员流动特别大。

很多年轻人热爱木偶戏，但是迫于生计

不得不转行。为了延续传承链条，王娜

设计了一个梯队式人才培养计划。

首先，保存现有力量，以核心人员

为骨干寻求对外发展。虽然高鸣鹤没

有留在上海工作，但她为两地之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促成了上海木偶剧团和锦

州木偶剧团的合作。王娜说这方面女

儿帮了自己很大的忙。2010 年上海世

博会期间，在上海木偶剧团的帮助下，

锦州木偶剧团获得了在世博园演出的

机会。那段时间，王娜每天都看上海的

天气预报。“三十八九度的高温，每天演

两场，孩子们谁也没跟我抱怨。”

其次，王娜与锦州的艺术中专合作

招收学生，作为剧团的后备力量。木偶

戏的主要观众是孩子，为了提升木偶戏

在孩子中的影响，王娜继续带着剧团在

校园义务演戏，还在锦州平和小学成立

了辽西木偶戏兴趣班。

王娜没有多大野心，只是做了、爱

了这一行，就要坚持下去。她是这样，

高鸣鹤是这样，剧团里的年轻人也是这

样。“这种感情，只有你真正痴心于某样

东西，才会懂。”王娜说。

本报讯 经申报、评审、公示等

程 序 ，陕 西 省 政 府 日 前 批 准 将“ 丁

兰刻母传说”等十大类 80 个项目列

入 陕 西 省 第 四 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录。

此 次 入 选 名 录 的 包 括“ 周 至 曲

子 ”“ 户 县 民 间 布 艺 老 虎 ”“ 雁 塔 结

绳 香 囊 ”等 多 个 项 目 。 据 了 解 ，陕

西 省 政 府 要 求 陕 西 各 地 及 相 关 部

门 要 研 究 制 定 项 目 保 护 规 划 ，切 实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

利用工作。 （杨一苗）

上海世博会上，王娜手中的辽西木偶吸引了很多小朋友的目光。

文 化 部 恭 王 府 管 理 中 心 是 国 家

级博物馆，于 1982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现 为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 恭 王 府 始 建 于 1776

年 ，是 我 国 保 存 最 完 整 且 唯 一 对 外

开 放 的 清 代 王 府 。 1988 年 ，恭 王 府

花 园 向 社 会 开 放 。 2008 年 ，府 邸 修

缮完成，与花园连为一体，首次向社

会全面开放。

作为知名旅游景区、博物馆、美术

馆等，恭王府在“和恭仁文”核心价值

理念的指导下，不断自我完善，从而实

现一个公共文化机构的文化担当，使

自身成为传统文化艺术的展示平台和

传习中心。从园林艺术之美到精神灵

性之美，恭王府一笔宕开，把游客从精

致的生活空间引入博大的文化空间，

并已形成多项品牌文化活动。

谷雨“海棠雅集”。每年 4 月是恭

王府“海棠雅集”盛大开幕的时节，今

年第三届海棠雅集恰逢谷雨时节。

恭王府海棠雅集由来已久，自清

代恭亲王奕訢时期便是定制，至辅仁

大学时期还成立了海棠诗社，之后逐

渐消歇。2010 年 4 月，著名红学专家

周 汝 昌 致 信 文 化 部 恭 王 府 管 理 中 心

主任孙旭光，倡议在恭王府重新设立

海 棠 诗 社 。“ 一 个 府 邸 ，修 缮 得 再 完

好，也无非是个物质空间，想要尽可

能地恢复原貌，必须将其精神活动加

以复原，还原其内在的生命力。”2010

年 4 月 21 日，恭王府海棠雅集重新开

启，时年 95 岁高龄的周汝昌特意写来

贺诗两首，郑欣淼、郑伯农、李文朝、

周笃文、吴钊、陈平等学者、诗人、艺

术家莅临恭王府，月下赏花品茗，或

赋诗填词，或挥毫泼墨，或弹奏古琴，

雅韵绕梁。

中秋“寄唱诗会”。中秋佳节是中

华民族和睦团圆的节日，也是文人墨

客抒情咏怀之时，皓月当空，漫步于王

府之中，互相酬和，这种情境无疑是都

市人不可多得的精神享受。

今 年 中 秋 佳 节 ，由 恭 王 府 、中 华

诗 词 学 会 以 及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梅 兰 芳

艺 术 研 究 中 心 共 同 主 办 的 恭 王 府 中

秋 诗 会 在 恭 王 府 大 戏 楼 举 行 。 诗 会

精选出包括马凯、叶嘉莹等 14 位诗家

的 16 首诗词作品，经中国戏曲学院作

曲家的二度创作，以京剧及昆曲演唱

的形式呈现给现场观众，是一次诗词

与戏曲艺术联姻、合力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的有益探索。其中压轴曲目《咏

海棠》是由孙旭光创作并演唱的，最

后一句“我帮芹圃负箩筐”也是他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内心表达。

非遗演出季。今年 6 月 8 日是我

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恭王府和中

国 昆 剧 古 琴 研 究 会 共 同 策 划 主 办 的

“良辰美景·恭王府 2013 年非遗演出

季”在恭王府大戏楼内举行。此次演

出季是双方的第三次合作，由“昆曲专

场”和“古琴专场”两大部分组成，共 5

场演出。

在昆曲专场中，浙江昆剧团上演

了《牡丹亭·拾画》、《风筝误·前亲》等

经典折子戏；浙南永嘉昆剧团为观众

呈献了《折桂记·牲祭》、《荆钗记·见

娘》、《西厢记·佳期》等 4 出经典传统折

子戏。古琴专场邀请了陈长林、吴钊、

龚一等 7 位古琴艺术家做现场演出，除

《流水》、《梅花三弄》、《渔樵问答》、《潇

湘水云》等耳熟能详的名曲之外，还演

奏 了《幽 兰》、《那 罗 法 曲》、《风 云 际

会》、《南风操》等一些平日很少听到的

古曲。

京剧演出季。首届“京韵留香”——

恭王府京剧演出季于 2012 年金秋开

锣，一连 5 天，宋小川、魏积军、李红梅

等中 青 年 艺 术 家 轮 番 登 台 ，上 演 了

《三岔口》、《卖水》、《坐宫》等经典折

子 戏 。 意 韵 悠 长 的 皮 黄 腔 响 彻 清 代

王府，可谓别有一番韵味，许多观众

表示在园林与在剧场中观戏的感觉完

全不同。

“京韵留香”——恭王府京剧演出

季是继每年 4 月举行的昆曲演出季（现

已举办 3 届）之后，恭王府推出的又一

演出品牌。京剧演出季由文化部恭王

府管理中心和国家京剧院共同策划，

这 是 这 两 个 文 化 部 直 属 单 位 的 首 次

“握手”。

2013 年 8 月，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

中心、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

“中欧王府与古堡遗址博物馆发展之

道——2013 恭王府论坛”在京开幕，在

为期 3 天的时间里，与会者就中国王府

和欧洲城堡的历史、人文、遗产价值、

保护利用、文化传播、旅游资源、合作

模式等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

流。大家一致认为，古建筑应该作为

公共文化空间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这也是历史文化遗存自身发

展的需要。而恭王府自 2008 年全面开

放后，就一直在摸索如何利用好这一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的管理和经营之

道，使其成为展示、传播和发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平台，成为一个

可以向公众提供优质文化服务的公共

空间。

恭王府一向以其建筑精美、格局

非 凡 及 历 代 府 主 的 传 奇 经 历 闻 名 于

世，然而在机巧与奢华之上，还有高洁

的诗词与悠扬的音乐。诗与乐赋予这

座古老府邸灵魂，有诗乐的恭王府才

充溢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家气象。

恭王府：营造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公共空间
刘立明

第二届青瓷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近日，由浙江省文化厅和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

国（慈溪）越窑青瓷文化节开幕式暨感恩

母窑仪式在慈溪举行，国家文物局、中国

古陶瓷学会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当晚，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表演

的大型瓯乐音画《秘色瓷风》向观众展现

了越窑青瓷文化的辉煌历史。

自 2011 年举办首届越窑青瓷文化

节以来，慈溪市委、市政府乘势全面推

动青瓷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工作。2012

年，该市成立了上林湖越窑遗址申遗办

公室，积极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

作。今年，他们又启动了青瓷文化传承

园的规划建设工作，着手打造 40 平方公

里的“上林湖越窑文化休闲区”。目前，

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也已入选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青瓷文化日

益成为彰显慈溪文化个性、增强城市文

化气息的一张亮丽名片。

据悉，本届文化节的主题为“保护·
传承·创新·发展”。文化节期间，主办

方还将举办研讨、展示、体验、交易等五

大类 10余项活动。 （溪 文）

福建漳州非遗进京展演

本报讯 （记者鲁娜）近日，福建

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在北

京 国 家 大 剧 院 举 行 ，为 首 都 观 众 献

上了一道具有漳州地方特色的文化

大餐。

开幕当天，优美的芗剧表演《十八相

送》、精彩绝伦的大鼓凉伞《金鼓飞

扬》、诙谐有趣的剪纸表演《情系金

剪》和恢弘热烈的经典木偶表演《大

名府》等给广大观众带来美的享受。

据漳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李华介绍，本次活动持续 9 天，分为演

出与展览两个部分。除了舞台上的

表演，他们还特别设置了一个漳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向观众介绍漳

州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比如鬼斧神

工的木偶头雕刻、玉雕、水仙花雕刻，

还有巧夺天工的漳绣、剪纸等，并在

现场演示了剪纸、棉花画、木版年画

的制作工艺。

北京西城展京腔京韵

本报讯 （记者马霞）说不尽的

北 京 情 缘 ，道 不 完 的 京 味 情 思 。 汇

集了评书、单弦牌子曲、口技等北京

传统表演项目的 2013 年北京市西城

区非遗展演展示活动暨北京天桥艺

术节民俗展示活动近日亮相北京天

桥剧场。

本次活动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

主办、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承办。活

动汇集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评书、

单弦牌子曲（含岔曲）等多种传统表

演 形 式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连 丽

如、牛玉亮等为广大观众带来了精彩

的演出。此外，每场演出开演前，天

桥剧场门前都会举办西城区非遗展

示活动，内画鼻烟壶、药香、面塑等的

制作技艺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大

家近距离感受老北京的文化魅力。

11 月 3 日 ，

是 羌 族 一 年 一

度 的 羌 年 。 四

川 理 县 在 桃 坪

羌 寨 举 行 庆 祝

活动，颇具民族

特 色 的 文 艺 表

演 及 民 间 体 育

竞 技 活 动 展 现

了 浓 郁 的 羌 族

风 情 。 图 为 当

日 群 众 参 加 羌

族 特 色 体 育 竞

技活动“推杆”。

新华社发

（胡嘉岩 摄）

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向母窑献礼

各 地

8
2013年 11月 8日 星期五本版责编 王学思 非 遗 E-mail:whyczk@163.com 电话：010-64299522

讲 述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叶超）苏州

园林与吴侬软语是江苏苏州的两大文

化特色，但能说一口地道苏州话的年轻

人越来越少。近日，“家在苏州·圆你吴

语梦”苏州话辅导师首期培训班开班，

苏州市将培养千名苏州话辅导师，并创

建吴语传承师资库。

参加首期苏州话辅导师培训的 54

名学员，是从苏州方言有声数据库人

员、苏州广电总台寻找吴语新主播全城

选拔赛 20 强选手及中小学幼儿园老师

中选拔出来的。培训从苏州话理论与

实训出发，安排苏州话发音特点、拼音

方案及发音训练课程。整个课程结束

后，将进行苏州话及教师资格考核，通

过考核者将获苏州话辅导师证书并进

入师资库。

据了解，为传承“吴侬软语”，苏州

城区的幼儿园在每天的活动中安排 10

至 20 分钟学说苏州话，并在部分小学、

初中和高中学校进行试点，开设“学说

苏州话”“苏州话欣赏”等课程。

苏州培养辅导师传承“吴侬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