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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木偶剧团（扬州市木偶研究所）创建于

1957 年，它继承了中国木偶表演艺术源远流长、瑰丽

神奇的传统，以“刚柔相济，细腻传神”的艺术表演风

格蜚声海内外。它是集木偶表演、艺术造型制作、人

才培训为一体的大型表演团体。该团曾创作《嫦娥

奔月》《琼花仙子》《白雪公主》等优秀经典剧目，均演

出超千场，并荣获文化部文华奖、金狮奖等。如今新

版《嫦娥奔月》在坚持传统杖头木偶为表演主体的前

提下，融入现当代科技等众多新的元素，使之成为一

台别开生面、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品剧目。7 月 16 日、17

日，该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获得观众由衷的喜

爱和专家高度的认同。

7 月 16 日、17 日，江苏省木偶剧团（扬州市木偶研究所）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连演了两场木偶剧《嫦娥奔月》，这是扬

州市文艺院团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两场演出，座无虚席，

现场气氛热烈，尤其是剧目接近尾声时，全场观众跟随童谣

“月儿弯，月儿圆，夜夜浮游到天边。嫦娥姐姐月中住，播撒

月光满人间”的节拍鼓掌致敬，我也如现场观众一样，心潮

澎湃、激动不已。演出期间，江苏省木偶剧团还与国家大剧

院意向签订 3 年合作协议，体现了扬州木偶的市场竞争力。

这是传播扬州文化最好的方式之一，也是展示扬州形象最

靓的一张名片。

扬州市享有“木偶之乡”的美誉。扬州杖头木偶至今已

有 300 多年的历史，其艺术风格“刚柔并济、细腻传神”，方寸

之地演绎万千气象，“不是真人，胜似真人”，被誉为“维扬一

枝花，香飘海内外”，是江苏地方文艺的杰出代表。

扬州木偶始终与扬州城市相伴相随、共同成长。江

苏 省 木 偶 剧 团 可 追 溯 到 1957 年 ，至 今 已 有 60 年 建 团 历

史。60 年来，扬州木偶创造了多个业界第一，受到了各方

赞誉。1990 年至 1995 年，扬州木偶赴日本展演，创下了国

内木偶剧团与国外合作演出时间最长、观众最多的历史

记录。1993 年，木偶剧《琼花仙子》荣获第八届文华奖新

剧 目 奖 。 2015 年 、2017 年 ，全 国 杖 头 木 偶 制 作 人 才 培 训

班、杖头木偶表演人才培训班均在扬州举办。2016 年，江

苏 省 木 偶 剧 团 与 阿 根 廷 圣 马 丁 大 学 合 作 编 创 的 木 偶 剧

《森林王子》首演，这是业界第一台与国外深度合作的剧

目。此外，该团演绎的神话木偶剧《琼花仙子》、人偶同台

的《白雪公主》及借鉴外国经典的《胡桃夹子》等精品剧

目，以及木偶书画、水袖、长绸等绝技，更是令人叹为观

止、流连忘返。

文艺精品不仅要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更需要引领文

化需要。“嫦娥奔月”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1981 年江

苏省木偶剧团就编创了京歌形式的木偶剧《嫦娥奔月》。此

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木偶剧《嫦娥奔月》是在 1981 版基础

上修改而成的。与老版相比，新版《嫦娥奔月》融入了全息

投影、皮影、爵士乐等元素，剧情更加合理，语言更加精炼，

节奏更加明快。这一系列的现代表达，让这部木偶剧更加

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理念，更能激发观众的兴趣。“仿佛回到

了小时候”，这是许多成年观众的观后感；“我要听嫦娥姐姐

的故事”，成为了许多小观众的口头禅。

艺术越磨越精。在两场演出之间，木偶剧《嫦娥奔月》

专家座谈会在京举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剧立足于传

统文化本体，演绎出了新的精彩，同时也给出了突出嫦娥形

象、增加杖头木偶绝技等好的建议，为继续打磨该剧提供了

切实可行的方法。

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城市发展、延续城市文脉的源头

动力，在扬州木偶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履行文

化建设的主体责任，积极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立足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打磨出了一部部精品剧目，小小的木偶

演绎了无限精彩，也让扬州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系扬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扬州市文广新局党委

书记、局长）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我要为江苏省木偶剧院木偶剧《嫦娥奔月》唱赞歌。

一个具有传统的木偶剧团精心排演这样一出经过实践检

验、少年儿童喜欢的木偶剧，功在当代。

我赞成用这种文化自信的态度大胆改编中国神话。

“嫦娥奔月”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该剧歌颂了后羿、嫦

娥的英雄主义精神，寻求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也就

是“天人合一”的精神，这个基本方向是对的。月亮已经成

为中华文化中母性文化一个美的意象，如果在这上面做点

文章，可以更加完善该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著名剧作家欧阳逸冰：

《嫦娥奔月》是一台成功的木偶剧，成功之处可以从以

下三点体现出来。

第一就是文化自信。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理

解和挚爱，才有文化自信。《嫦娥奔月》体现了马克思的那

句“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的宝库，也是希腊艺术的土壤”。

第二是“听唱新翻杨柳枝”。李商隐在《嫦娥》这首诗

里是这样说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

古代知识分子、传统文人对“嫦娥奔月”故事的评价。《嫦娥

奔月》把“后羿射日”与“嫦娥奔月”两个有联系的故事变成

一个故事，变成了前因与后果，这是一个大胆创新，也是今

天我要赞美木偶剧《嫦娥奔月》最根本的原因。

第三，《嫦娥奔月》体现了木偶剧艺术的本质特征，用

高强度的独特技艺和技能来塑造人物，使得木偶变活了。

值得关注的是，《嫦娥奔月》的“奔”出了问题，在文学、

技能技巧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真诚地希望以后能有所

改动。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戏剧

评论家廖奔：

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看了一场让

人热血沸腾的儿童戏，主要的兴奋点来自于《嫦娥奔月》别

致的呈现形式，扬州木偶在杖头木偶傀儡技艺的基础上，

发展出人偶同台，吸收皮影戏，运用得十分贴切，同时运用

了现代舞台声光电技艺，演出美轮美奂。

这台剧目结构、故事情节清晰，我看到了扬州传统

杖头木偶的精彩表演，尤其是托举木偶，将木偶水袖飞扬

等技巧发挥到极致。这是一次手段的突破与舞台呈现的

超越。

《文艺报》原副主编钟艺兵：

木偶剧《嫦娥奔月》的优长首先在于既单纯又丰富。

该剧故事经过高度提炼，去腐存精，既满足了单纯的审美

需求，也适应了木偶剧。“后羿与嫦娥求见西王母”一段尤

为精彩，很有视听冲击力。

其次在于既传统又年轻。虽是古老的神话，但该剧

在艺术呈现上并不陈旧，没有落入俗套，是时尚、年轻的

木偶。

再次在于既见义又抒情。剧中，见义勇为、牺牲个人

为大家等剧情娓娓道来，不是耳提面命而是潜移默化，净

化了大小观众的心灵。

最后在于既民族又世界。该剧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又

超越民族、国家，或将对人类文化的建设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包澄洁：

关于对古代神话故事的改编，一定要保持古代神话故

事的精髓，尊重历史，《嫦娥奔月》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梅兰芳纪念馆原馆长秦华生：

《嫦娥奔月》古今照应，将古代神话故事与今天对少儿

的教育审美相结合，是一部优秀的神话木偶戏，希望能够

继续精心打磨，从艺术的高原向高峰攀登。

《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赵忱：

从《嫦娥奔月》可以看出江苏省木偶剧团从未停止前

进的脚步：继承传统，锐意创新，而且得心应手。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

从《嫦娥奔月》看到了一个剧团 60 年的坚守与创

新，看到了扬州杖头木偶的伟大，看到了中国木偶戏的

希望。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刘彦君：

看了一出充满现代感、艺术感的木偶剧，《嫦娥奔月》

意图清晰、形式创新、特色鲜明。

中国动漫集团监事会原主席徐世丕:

《嫦娥奔月》提醒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木偶戏的传统艺

术价值和国际地位。木偶戏曾经处于弱势，但现在无疑获

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木偶剧《嫦娥奔月》在艺术形式、思想格局上都达到

了新的高度，它创造性地运用全息投影，与木偶表演相得

益彰，在木偶的造型上更是精益求精，力求在外形上体现

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艺术上发扬木偶表演的特长。

基于现实与剧情的造型理念

在造型设计上，《嫦娥奔月》的主创考虑到在运用全

息投影技术呈现 3D 效果的情况下，要在设计、颜色上吸

引观众眼球，让木偶在科技面前不失光鲜，使观众更能注

意剧中的人物形象。同时，抓住剧情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塑造形象。编剧罗周笔下的嫦娥娇俏、智慧、勇敢，因此，

综合造型、服饰、化装等手段外化嫦娥的美丽、善良、坚

定，在表演上体现嫦娥的智慧、大爱精神。

基于木偶本体艺术的造型手法

剧中，嫦娥在奔月前后各有两套造型。奔月前，嫦娥梳

着乌黑的发髻，双颊边两根小辫体现着年轻女子的活力、可

爱，头上饰有月牙形状的装饰，暗示着人物此后的命运与月

亮息息相关。鹅蛋形的饱满脸颊嵌着一双可活动的大而明

亮的杏眼，演员在操纵时可以通过机关表现人物的左顾右

盼。嫦娥眼上弯弯的柳叶眉，表现了人物温柔、善良的气质。

奔月时的嫦娥一袭白色广袖流仙裙，长袖翩翩、清冷

圣洁，腰间饰有月牙吊坠，与月宫主人的身份相符合。其

头上盘起的乌黑发髻装饰着白色的月牙，额头戴着月牙

的额饰，显示了神仙的身份。

后羿在造型上凸显其阳刚的气质，乌发梳起饰有金

色的发饰，脸型是常见的国字脸，剑眉星目，风姿飒爽，正

气十足，眼、手均装机关可活动。后羿身着蓝色为主色调

的猎户服，皮革作装饰，腰间挂有羽毛、香木的坠饰，增添

了年轻、时尚的气息。

西王母作为天庭地位很高的神仙，设定她的身高为

100 公分，高于嫦娥、后羿等木偶。在头部造型上，选择圆

形脸，眉目慈善，不怒而威，发髻高耸，衣着红色镶金花，雍

容华贵，站立于高处，俯视后羿、嫦娥，有着上位者的尊贵。

基于视觉感官体验的造型突破

剧中，当后羿射完9只金乌，剩下的一只金乌躲入东海，

人间陷入严寒。于是，村民决定祭祀，嫦娥此时投火，涅槃重

生，飞向月宫。祭祀的场面肃穆、恢弘，色调偏冷，需要有许

多木偶有节奏的敲出鼓点，因此，考虑到要木偶造型一致、鼓

点声一致，我们就做成连排木偶，装有铜片，木偶双手装有小

鼓锤。这样一来，演员操纵简单，且场面整齐、气势足。

由江苏省木偶剧团创作演出的木偶剧《嫦娥奔月》的

特点之一是，由神话传说到偶戏表达的审美转换。该剧把

中华先祖创造并在中华大地流传已久的“后羿射日”和“嫦

娥奔月”两个经典神话融为一体，更为形象、生动地展示了

中华民族勇敢、克难、善良、奉献的精神美德，是一曲用偶戏

形式歌颂民族英雄的赞歌。用古朴的木偶戏艺术表现被中

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神话故事，可谓相得益彰。由神话之美

到偶戏之美，呈现给观众的是更丰满、更鲜活、更具观赏性

也更感人的后羿与嫦娥的形象，因而在广大观众特别是小

观众心灵中荡起崇爱英雄的涟漪。我想，这正是由上古神

话到木偶剧表现审美转换的意义所在。

木偶剧《嫦娥奔月》的特点之二是，舞台呈现方式的素

朴与纯净。扬州木偶艺术家这种敬畏木偶本体、坚守本剧

种特色、在传承中创新的精神值得倡导。我感觉从剧情

的展开到细节的演绎，以更利于木偶技艺的充分展示和

发挥为目的。其舞台呈现结果是木偶艺术的淳朴之美，

剧中人物关爱他人、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之美。缺少高

超技艺展示的木偶剧作是不完整的，该剧以群体性木偶

技艺较强的优势为支撑，以扬州木偶多年传承的“刚柔相

济，细腻传神”的艺术风格特点，精彩地演绎了这部千古

神话。在声光电的运用方面，编导者恰如其分地为这台

古意十足的剧作融进了现代艺术元素。舞台上的艺术效

果既古朴又现代，是一台老少皆宜的木偶剧佳作。

（作者系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会长）

江苏省木偶剧团（扬州市木偶研究所）从江苏泰兴的田

间乡舍走进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殿堂，整整花了 60 年。

时间有点长，但 60 年华丽的转身依然让人惊羡，这是江苏省

木偶剧团几代木偶人始终站在木偶艺术的高地上，审视自

身的艺术，探索木偶艺术发展的真谛；始终在艺术的百花园

中吮吸兄弟艺术的精华；始终孜孜不倦地耕耘，这才有今天

扬州木偶戏华丽的转身，这是艺术和汗水的结晶。

回顾 60 年历程，江苏省木偶剧团创作的剧目不胜其数，

其中有四座丰碑始终屹立在其创作长河之中。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嫦娥奔月》无疑是第一

座丰碑，这是一部非常唯美的传统京剧样式的木偶戏。导

演常骥良是一位值得尊敬、值得怀念的艺术家，他的名字

当仁不让地镌刻在中国木偶史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

位从乡镇走来的文化人却有那么宽阔的艺术视野、那么高

的艺术追求，这在当时的木偶艺术界是难以寻觅的。嫦娥

不管有多少版本和传说，但是她始终是以美的形象久久地

留在人们的心间，而常骥良恰恰是把嫦娥的形体美、心灵

美推向了极致。无论是木偶的造型、音乐还是舞美，均达

到了当时木偶艺术的制高点。那批老演员更是了不得，硬

是将两根硬邦邦的铁扦在股掌之间幻化成柔韧的钢丝，把

嫦娥婀娜曼妙的身姿、轻盈的水袖表现得细腻传神，充分

体现了传统杖头木偶的表演技能，至今他们的表演仍然很

难超越。

第二座丰碑应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创作的大型木偶剧

《琼花仙子》。这是一部歌舞样式的木偶剧，导演焦锋是一

位站在木偶先人肩膀上获得成功的艺术家。京剧样式的木

偶操纵沉稳、厚重，而歌舞必须在它的基础上能够体现歌舞

的灵动和夸张。焦锋有一句口头禅“不是真人，胜似真人”，

这始终是他在木偶艺术创作上恪守的标准和要求。《琼花仙

子》集木偶操纵技巧艺术之大成，各种新颖的表演样式都被

他信手拈来，自如地运用在戏中，还把琼花仙子的水袖加长

到 15 米，使得舞台效果更加绚丽多彩，也充分展示了演员的

操纵技能。看过《琼花仙子》的观众都觉得，不仅是听了关

于扬州的传说，更是品尝了一场木偶艺术的盛宴。

第三座丰碑当属大型木偶剧《白雪公主》。这是一出人

偶同台的木偶戏，导演钟浩是极具智慧、对儿童剧把握极为

深刻的导演。《白雪公主》相对前两部木偶剧来说又是巨大

的跨越，那就是人偶同台。人偶同台并非是简单的真人和

木偶同台演出，更准确地说，它需要人偶和木偶始终在恰当

的融合点完成自己的角色和任务，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比如说，白雪公主是真人，七个小矮人是木偶，非常契合故

事的本体和舞台视觉的完美。什么时候用真人白雪公主、

什么时候用木偶白雪公主，钟浩总能找到最好的契机。

2016 年创作的大型木偶剧《嫦娥奔月》是第四座丰碑。

导演李春燕、殷弘毅是资深歌舞导演，他们曾在歌舞、话剧

领域做出骄人的佳绩。这次邀请他们跨界导演木偶戏，就

是想通过他们引进更为时尚的艺术因素，这对木偶剧团是

个风险，对导演自身也是一个挑战，最终，风险闯过了、挑战

成功了。

诚然，这是自讨苦吃的创作，上世纪 80 年代《嫦娥奔月》

的高度在那儿，要想超越几无可能。主创们在艺术智库中

努力搜寻，终于找到了用全息投影来拓展嫦娥、后羿表演的

空间。创作时，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为什么木偶

戏只能面对年幼的孩子，不能面对成人吗？在这次创作当

中，主创们奔着这个目标大胆创新。新版《嫦娥奔月》可以

说是对传统嫦娥形象的继承与颠覆。老版中嫦娥是吞丹升

天，新版中嫦娥是投火奔月，这令嫦娥的献身更加壮烈，舞

台呈现更加恢弘。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用了最现代的全息

投影技术，但创作者始终坚持以杖头木偶为艺术本体。

新版《嫦娥奔月》彻底改变人们心中木偶戏简陋、单调

的印象，用观众的话说就是：“木偶戏还可以这么玩，太精彩

了，孩子爱看，家长也爱看。”

在谈四座丰碑的时候，我只提到了 4 个戏的导演，似乎

忽略了编剧、舞美、音乐等相关主创。当然不是。我以为木

偶创新旨在形式创新，这就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

以我认为，木偶戏的成功是一个团队创作的成功，导演更是

团队的灵魂。旧版《嫦娥奔月》《琼花仙子》《白雪公主》在国

内外演出均超过千场，这足以说明江苏省木偶剧团始终走

在一条正确的创作之路上，那就是艺术的高端、市场的广

阔、专家的赞许。江苏省木偶剧团的精神始终如一，创新、

创新、再创新，把古老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手段融合，走向

更美好的明天。

专 家 点 评

（本版图片为木偶剧《嫦娥奔月》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