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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演出缺资金 走向市场恐走样

西藏民间藏戏队在困境中突围
李 宜 辛雷乾

高尚远：一刀一竹一世界
梁 娜/文 张金智/图

藏戏是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独具魅力的一种少数民

族戏剧，至今已有 600多年的历史。它主要流行于我国

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省份以及印度、不丹、尼泊尔

等国的藏族聚居区。藏戏是一种与社区民众生活密切

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2006 年，藏戏入

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 年，藏戏入选联合国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近年来，随着西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

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现代娱乐方式的冲击，藏剧

团和民间藏戏队的生存空间受到很大挤压，面临传承

危机。为此，国家和西藏各级政府部门逐年对藏戏加

大投入，进行全面抢救和保护，尽管其生存状况得到了

较大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演出模式多以传统为主

去年8月，笔者一行三人对民间藏戏队分布较集中的

拉萨、山南、日喀则，以及阿里、昌都等地的18支藏戏队的

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其中14支藏戏队至今

依然保留传统藏戏义务演出、不收取戏金的习俗。

民国初年日本僧人青木文教在《西藏游记》中记

载：“剧团由政府指定有五六派，平常住居各乡里，私

领地的税，可以不纳，以演剧为代，每年一次……观剧

人一概不出钱，他们除得政府贵族和一般看客的赏

赐以外，没有征收戏资的。”可见，传统的藏戏演出都

是以演戏代替税收的支差戏，属于不收取戏钱、在演

出结束时接受西藏地方政府或者观众馈赠的非营利

性演出活动。西藏地方政府送给演员的礼物大部分

是一袋袋的青稞，这是西藏的主要粮食。观众一般

都会朝舞台抛上包着钱币的白色哈达，作为送给演

员的礼物。

目前，多数的民间藏戏队仍沿袭着这种业余性、非

商业化的经营模式，主要依靠国家和西藏各级政府部

门的拨款维持演出。藏戏队的演员全都来自当地农

民，平时忙于农活，闲时出外打工，在藏族农民祈盼丰

收的节日——望果节前半个月和藏历新年前一个月左

右会回乡参加排练演出。由于所得的资助经费有限，

一些藏戏队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不仅演出服装、面

具和道具破旧，而且排练时大多数戏队没有补贴，一日

三餐必须自备。只有正式演出时，每人每天会补助几

十元。许多民间藏戏队能一直坚持演出，主要依靠演

员对藏戏艺术的热爱。

政府扶持 缓解困境

自 2006 年藏戏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国家和西

藏各级政府部门下了很大力气保护这一项目，不仅为

山南琼结卡卓扎西宾顿、山南雅隆扎西雪巴、日喀则迥

巴、日喀则仁布江嘎尔、日喀则南木林湘巴和拉萨觉木

隆 6 个国家级藏戏流派的戏队下拨专项经费建造了传

承中心，供日常排练和存放演出道具，而且每年投入一

定资金对自治区内的各个藏戏队加以扶持。据西藏自

治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阿旺旦增介绍，2014 年，国家给

全区近 140 支民间藏戏队各拨款 2 万元传习补助以改

善生存状况，这些扶持对藏戏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很

大作用。

2010年 8月，笔者第一次到堆龙德庆县的觉木隆藏

戏队琼达团长家进行考察时，戏队的演出服装等全部

杂乱地堆放在一间小房间内，显得拥挤不堪。今年 8月

再去采访时，服饰、道具等已被分门别类地悬挂在新建

的觉木隆藏戏展演传承中心的专用房间里。琼达高兴

地说：“国家为我们建造了藏戏传承中心，我们现在可

以随时利用空闲时间在室内排练，再也不像过去露天排

练那样害怕日晒雨淋了。排练时间增多后，我们戏队表

演水平提高得很快。”

各藏戏队所在的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每年也会

资助藏戏队一部分的经费，数额的多少通常与各地的

经济状况关系密切。比如，堆龙德庆县临近拉萨市，该

县经济发展较快，近 3 年特别重视对藏戏队的扶持，每

年都给县里的藏戏队提供专项拨款，因此该县活跃的

业余藏戏队不但数目多，而且演员表演水平比以前有

较大提升。

根据调查，通常情况下，一支规模适中的藏戏队每

年的经费需求在 10 万元以上，那些得到政府支持的藏

戏队生存状况相对较好，演员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但

是就目前状况而言，政府下拨的资金尚不能完全满足

西藏全部藏戏队的需求。资金缺乏成为业余民间藏戏

队传承和发展的主要障碍。

向职业性、市场化发展应把握尺度

为适应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西藏民

间的藏戏队也在逐步探索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经营模

式，一些藏戏队开始朝着商业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

堆龙德庆县的觉木隆藏戏队和措麦藏戏队，过去

主要的演出时间在元旦、国庆节、雪顿节、望果节、寺院

节日佛事活动和藏历新年等，一年演出 60 多场。面对

市场经济的冲击，他们开始在藏戏演出中收取一定戏

金来增加收入，从而改善资金严重缺乏的状况。

此外，拉萨市城关区雪拉姆民间藏戏艺术团和娘

热民间艺术团两家具有较长历史的藏戏团在经过多年

的发展后，开始向职业性、市场化转型。隶属于西藏圣

地股份有限公司的雪拉姆藏戏艺术团的演员每月可根

据自身条件领取 2000 元至 4000 元不等的固定工资。

稳定的收入让演员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藏

戏，表演技艺提高得也很快。西藏圣地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单绍和表示：“保护藏戏的途径有很多种，国家

拨款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觉得保护藏戏必须要把它

‘做活’，而产业经营有利于让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延

续下去。”圣地公司帮助雪拉姆藏戏团走出生存困境，

雪拉姆藏戏团在日常演出和参加比赛中也为圣地公司

扩大了宣传，提高了企业知名度，这种互惠双赢的做法

有利于藏戏的保护。

然而，对藏戏商业化、市场化的探索，一些专家也

表示了担忧，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原所长格曲认为：

“市场化、产业化对于藏戏保护来说意味着一定的风

险，盲目迎合市场需求可能会导致藏戏艺术特色的

丢失。”在笔者看来，这一点确实应该引起重视，笔者

在观看雪拉姆藏戏艺术团与西藏圣地天创艺术团合

作演出的大型历史史诗《喜马拉雅》时，发现表演内

容 中 歌 舞 等 所 占 比 例 较 多 ，而 藏 戏 的 演 出 比 重 较

少。如何保留传统藏戏艺术的精髓，避免一味迎合

市场经济需求、观众心理喜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目

前民间藏戏艺术走向职业化、商业化之路亟须深入

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刀一竹一世界，一山一水一春秋。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使用竹制品的国家之一，故竹

雕艺术也由来已久。自六朝始，直至唐代竹雕才逐渐

为人们所喜爱。如今，国内竹雕艺术的流派众多，如嘉

定派、金陵派、浙派等。其中，川派竹雕以聚源竹雕为

代表。今年 51岁的高尚远是聚源竹雕的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他自学绘画与雕刻 30 余年，因制作的摆挂件、炉

瓶、鸟笼等作品技巧独特，被行家称为“西南第一雕”。

打赌“打”出来的工艺大师

谈起自己与竹雕的结缘，高尚远的记忆被拉回到

儿时的一个赌约。

自古以来，川西平原地区的人们就有提笼架鸟的

习惯，拥有一个做工细腻、雕工精美的鸟笼更是身份和

地位的象征。所以，高尚远第一次接触竹雕与鸟笼有

关。那年，他才 14 岁，一次赶集中，看到别人手中把玩

的方雀笼，立刻被鸟笼上精美的雕花配件吸引。鸟笼

的主人见高尚远看得如痴如醉，就打趣地说：“小娃儿

一个，看啥子看，你能雕得出来？”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高

尚远的自尊心。“雕就雕，这有什么难的！”不服气的高

尚远回到家里，用锯条改制成小刀，凭着记忆一口气雕

出了 5个小摆件。几天后，当他拿着自己雕刻的摆件给

鸟笼的主人看时，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眼前这个

其貌不扬的毛头小子，居然能有这样的能耐——看了

几眼就模仿出原件的大致样式。当即就有人出 20 元，

买下了他的摆件。在那个一天 5 毛钱就可以吃饱的年

代，20 元已然是一笔巨款。原本只想出口气的高尚远

却得到了平生用刻刀挣到的第一笔钱。也正是那次儿

时的赌约，改变了高尚远一生的命运。

初中毕业后，高尚远开始正式接触竹雕。凭着自

己在绘画和雕刻艺术上的天赋，初入竹雕行业的他很

快在业内小有名气。1.5 厘米长、1 厘米宽，24 个方孔、

孔内有 7 朵梅花，像这样需要极高雕刻技艺的配件，高

尚远自学就可以雕刻得与原件不分伯仲。1986 年，高

尚远开始制作鸟笼。与当时其他鸟笼制作匠人不同，

高尚远凭着自己对绘画的理解，把《红楼梦》、《三国演

义》等名著中的人物故事雕刻出来，制成配件，做成鸟

笼。没想到，他做的鸟笼非常受市场欢迎，尤其是我国

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工艺爱好者们的喜

欢。上世纪 80年代，高尚远的全雕花鸟笼最高能卖到 4

万元/个。上世纪 90年代初，高尚远在家乡都江堰聚源

创立了专门从事工艺品开发、设计、制作的私人企业。

上一代存料，下一代使用

一件竹雕产品，制作流程主要有取材、选料、构图、雕

刻、打磨等几十个步骤。其中，选料很有学问。川西竹子

种类很多，但适合雕刻的却很少。一般只有楠竹、毛竹、

斑竹等适合雕刻。“而且一根完整的竹子也不是每节都

能当原料，因为一般竹子都会长虫眼。”高尚远说，“此

外，竹子是否寄生蛀虫与季节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比如农

历七月竹子不容易生蛀虫，这时候是选材的最佳时期。”

选好原料以后，还要经过烟熏、火烤等多个步骤，

把原料制作成老料。“制作老料主要在于它不会被虫

蛀；其次竹子整体比较稳定，不容易裂缝、变形。”高尚

远说，正是因为这样苛刻的选材条件，在竹雕界才有着

“上一代人存料，下一代人使用”的说法。

精美小巧是聚源竹雕的最大特点，最细腻的雕刻部

位可以达到1厘米左右。和其他派系竹雕相比，聚源竹雕

的层次、布局、比例有自身的特点，十分讲究艺术性。聚源

竹雕浅浮雕、深浮雕、留青雕等工艺相对比较繁琐。为

了达到应有的艺术效果，聚源竹雕的深、浅浮雕非常注

重层次的多样化，无论是景深还是平面，均有自己鲜明

的特点，而一件作品深浮雕最深层次能达到 12层。

竹刻精美，而雕刻的过程却是繁琐的。“以前的竹

雕注重形，现在竹雕要求雕刻者更多地注重细节。”高

尚远说，“当然，造成现在手工竹雕比以前更精细的原

因，很大程度上和雕刻工具的改进有关。以前雕刻一

件作品就使用一两把刀，而现在可能需要很多种，刀具

齐全做出来的作品更精细一些。”

下刀雕刻前，构图格外重要。“有些时候构思的时

间比雕刻的时间还长，如果创作同一题材的多件作品，

每件作品还要使用不一样的布局。”据高尚远介绍，目

前四川从事竹雕的手工艺人约 500人，竹雕艺术的传承

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但缺乏专业的构图人才。

启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对于聚源竹雕未来的发展，高尚远还是很乐观。

“艺术价值高、做工精细，这些都是手工竹雕自身的优

势。”高尚远认为，随着现代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聚源竹

雕不能和以往一样只针对高端收藏者，还必须开拓更

广泛的市场，提高其竞争力。

高尚远说，千百年来，我国民族民间工艺都是一种

小规模、小作坊、小环境的发展过程，市场窄小，形不成

合力优势，不能体现出真正的艺术价值。另外，工匠们

思想保守，受传统习俗制约，使我国很多极富艺术价值、

经济价值的工艺因后继无人而失传。“市场化是今后聚

源竹雕发展的方向，在保留手工竹雕技艺的同时，简化

制作流程，缩短制作周期，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为此，

高尚远到全国各地观摩，学习他们的雕刻技法，吸收各

派的雕刻技巧。在聚源竹雕的传承模式上，他依托自己

的公司，组织村民成立了工艺竹雕产业合作社，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公司联系市场、组织销

售，合作社统一设计竹雕图样、集中培养技术人员，再由

合作社将订单分包给普通农户。农户雕刻完成后，合作

社再集中回收初级产品。对于需要再加工的产品，根据

市场需求组织骨干人员进行精品图案加工。这样，既提

高了聚源竹雕的技术含量，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也使

聚源竹雕在生产性保护的良性循环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报讯 由宁夏银川市文化

新闻出版广电局、银川市非遗保护

中心共同拍摄的银川首部非遗主

题纪录片《遗脉相承》将于 9 月底与

观众见面。

为 弘 扬 传 承优秀传统民间文

化，去年 10月，银川市文广局与市非

遗保护中心正式开机拍摄纪录片《遗

脉相承》，纪录发生和流传在宁夏这

片神奇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介绍，该片共分四集进行拍

摄，每集时长 20 分钟，分别为《山

魂》、《乡传》、《指尖》、《余音》，重点

以“黄 河 文 化 、回 族 文 化 、西 夏 文

化、贺兰山文化”为主线，挑选了具

有代表性的国家级、自治区级、银

川市级的 22个非遗项目。

此外，为了让观众看到更加精

彩的纪录片，主办方特别邀请曾担

任 中 国 非 遗 纪 录 片《文 化 遗 产 档

案》编 导 的 蔡 华 作 为 该 片 的 总 导

演，实景记录并详细介绍了花儿、

马氏口弦、回医正骨、宁夏小曲、回

族刺绣等非遗项目。 （张 慧）

为提高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和望

奎皮影戏的社会影响力，日前，由黑

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主办、黑龙江

省望奎县文化馆民间皮影队演出的

原创剧目伊玛堪皮影戏《西温莫日

根》巡演在黑龙江省拉开帷幕。在

40 多天的时间里，演出团队分赴双

鸭山市、佳木斯市、饶河县等 6 地和

6个乡镇共演出 30多场次，观众达 4

万余人次。之后，该剧还将在吉林、

辽宁、河北、北京等省市进行巡演。

2011 年，赫哲族伊玛堪和中国

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列

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为了有效保护这两个项目，黑

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和望奎县文广

新局联合推出了这台将两个非遗项

目相结合的原创剧目。

在赫哲语中，“莫日根”表示“英

雄”，“阔力”是“神鹰”的意思，该剧

以传统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中的“莫

日根—阔力型”经典故事为基本素

材，讲述了主人公赫哲族民族英雄

西温莫日根西去征战、结拜兄弟、比

武成亲，在妻子和姐姐等人的帮助

下打败敌人、解救母亲、带领乡亲们

来到东方重建家园的故事。

为了原汁原味地展现赫哲族文

化，剧中的几段伊玛堪说唱分别是

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明新和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葛玉霞讲唱。剧目

开篇是吴明新用赫哲语演唱的《日

出一族》段落，中间插入葛玉霞演唱

的请神调，结尾又响起赫哲族代表

性曲调赫尼拉，充分体现出赫哲族

文化元素。尤为称奇的是，故事设

定了一段近 3 分钟、以蒙太奇手法

表现的萨满招魂情节，向观众展现

了神秘的萨满文化。此外，该剧还

首次采用了特制的大影窗和雕刻的

大影人演出，较之以往望奎皮影影

窗扩大了近两倍，更适于观众观看。

巡演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老百

姓的追捧。在双鸭山市宝山区、同

江市等地，群众将演出现场围了个

水泄不通，有的由于没有找到有利

地形，爬到高处栏杆上看，有的坐在

花坛上看，还有的肩扛着孩子不辞

辛苦地看……在佳木斯郊区敖旗镇

赫哲新村，赫哲族群众在剧中看到

自己民族的文化，感到特别兴奋。

在饶河县和抚远县，演出结束后，很

多观众都意犹未尽，一再询问还会

不会继续演，什么时候再来。有的

为了带回去慢慢听，还带了录音机

把现场的唱段录了下来。他们纷纷

表示，从来没看过皮影戏，这次真是

开了眼界、长了知识。

为了提高群众对皮影戏的认

知，每场演出结束后，演出方还特意

安排了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环节，邀

请观众上台近距离接触皮影。这一

环节得到很多观众的“点赞”。在双

鸭山市第一中学展开首轮演出后，

一位高一的同学说：“以前只是在课

本中了解过皮影，能亲手操作、接触

皮影还是第一次，感觉很新奇。”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各地巡

演，剧目还作为由佳木斯大学主办

的 2015 中国首届赫哲族发展高峰

论坛的一项重要内容，接受了与会

专家和学者以及佳木斯大学师生

的检验。论坛上，专家们对该剧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国家民委原专

职委员、北京赫哲族研究会会长葛

忠兴认为，该剧故事非常完整，体

现了赫哲族文化特色，展示了伊玛

堪说唱艺术的魅力。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所所长吴

文科说，该剧值得称道的是，能从

黑龙江本土少数民族曲艺伊玛堪的

传统故事内容里取材，而且在艺术

上进行了创新。它把伊玛堪唱腔融

入到传统皮影戏里，一方面强化了

剧情，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传统皮影

戏新的艺术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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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肥城：桃木雕刻带动 4万人就业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山东省肥城市因盛产“肥桃”而闻

名。从这一特产衍生出来的桃木

雕刻项目对促进当地就业起到积

极作用。根据肥城市文广新局统

计，截至今年 8 月底，当地桃木雕刻

生产企业已发展到 160 多家，年销

售收入突破 10 亿元，从业人员超过

4万人。

近年来，肥城市非常重视桃木

雕刻工艺的人才培养。肥城市高

级技工学校开设了桃木雕刻专业

课程，定期招收学员，开展技艺培

训。同时，每年组织桃木雕刻技能

竞 赛 ，已 培 养 高 级 雕 刻 人 才 1000

余人。通过系列培训，肥城市桃木

雕刻目前已形成“公司+农户”“公

司+基地”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逾

千家农户采取自行联系原材料的

方式，制作桃木雕刻所需的毛坯、

半成品，再交由专业技师完成后续

雕刻。

非遗纪录片《遗脉相承》月底播出

演出结束后小观众近距离接触皮影道具

藏戏表演现场

高尚远制作的竹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