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春节后，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院

长赵永庄便忙活了起来。在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成功转企改制后，赵永庄成了

这个企业的掌门人。为了剧院的正常

运行，赵永庄经常要以企业家的身份和

客户洽谈合作，这次，她决定去谈一个

不赚钱的“大买卖”。

赵永庄这次要见的“客户”是北京

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见到刘

侗后，赵永庄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了

木偶戏的未来而来的。”她希望与北京

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合作，定向委培木偶

戏人才。刘侗爽快答应了这一建议，在

他看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传统艺术是艺术院校对文化

事业的坚守和担当。

经 过 一

年的筹备，今

年 3 月 30 日 ，

北 京 戏 曲 艺

术职业学院迎来了首批木偶专业学生

的招生考试。

合作委培实现“1+1>2”

赵永庄介绍，10 年来，中国木偶艺

术剧院新创作大型剧目 26 部，创作、复

排了 100 多部小型木偶戏和课本剧，每

年 演 出 达 3000 场 以 上 ，观 众 突 破 130

万人次。同时，5 支流动的剧院小分队

在全国各地演出，将木偶艺术带给更多

基层百姓。

大量创排演出的背后离不开优秀

人才的支撑。“每年剧院都要对演员进

行培训，练功费、外聘教师的培训费用

每年在 100 万元左右。”赵永庄说。即

便如此，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依然面临

人才不足、断档等难题。“剧院的国家

一级演员都接近退休年龄，其他演员

大多在三四十岁，虽然目前不会影响

演出，但如果没有年轻人补充进来，不

久后将会出现年龄断层。”赵永庄感到

了紧迫感，她说，不能到了影响演出的

时候再去想办法。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地方戏曲

系主任王翀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末，

学校就开始探索和艺术院团联合培养

人才，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也与中国

木 偶 艺 术 剧 院 合 作 开 办 过 几 期 委 培

班。“之前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开

展定向委培时没有建立专业。此次决

定设立一门新的专业，以保证教学的系

统性。”赵永庄介绍，此次计划招收 15

名高职木偶专业学生，但前来参加考试

的只有寥寥 20 人，这让王翀感到有些

意 外 ，但 她 认 为 ，虽 然 报 名 人

数不多，只要能培养出符合剧

院要求的人才，所有努力都是

值得的。

王翀介绍，起初学院想把

木偶专业放在影视表演系中，

但 最 后 归 到 了 地 方 戏 曲 系 。

这 是 因 为 作 为 传 统 艺 术 形 式 的 木 偶

戏，和传统地方戏曲之间有许多交叉

融合之处，放在地方戏曲系便于汲取

其他专业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地方

戏曲系的学生是免除学费的，“学校希

望 尽 可 能 排 除 学 生 们 的 后 顾 之 忧 ”。

此外，这次报考的学生大部分是有基

础的，学院也倾向于招收基础良好的

考生，以保证他们更好地胜任艰苦的

学 业 。“ 这 些 学 生 未 来 要 进 入 专 业 院

团，我们要对院团负责任。”王翀说。

入学后，学生将接受 3 年的专业训

练。其中专业课完全由中国木偶艺术

剧院的优秀演员授课。赵永庄表示，剧

院所有一级演员以及退休的优秀演员

都会参与到教学中来，每周至少为学生

讲授 3 次专业课，还会为其设置大量的

实践活动。此外，由于木偶戏不仅要求

演员会操作木偶、完成表演，还需要具

备舞台剧、儿童剧表演的能力，因此北

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还将为学生开设

声乐、台词、形体、表演等系列课程。

学科建设日趋完善

随着上海戏剧学院今年艺考工作

的开展，表演（木偶）专业逐渐引发关

注。学院于 2004 年创办的专业每年只

招收 18 名本科生，但今年的报考人数突

破了 2000人大关。

上海戏剧学院木偶表演专业教师

秦峰是 2004 年第一届表演（木偶）专业

的学生。“毕业后我曾到上海木偶剧院

工作，但我考虑专职木偶教师仍是空

白，木偶戏系统的教育方法也有待探

索，于是我决定回到学校任教，为木偶

戏教育作出贡献。”秦峰说。

在秦峰看来，木偶戏专业逐渐引发

关注的原因是国家近年来对传统文化

的重视，此外，木偶戏的学科建设也越来

越完善，更重要的一点是，木偶戏具备强

大的包容性和拓展空间，随着科技的进

步、舞台艺术的发展，木偶戏在与其他

艺术门类的碰撞中展现出强大魅力。

上海戏曲学院的木偶表演专业学

生除了要学习皮影戏、布袋戏和提线木

偶戏等技艺外，还要学习声乐、台词、形

体与表演等专业课程。秦峰介绍，木偶

戏的表演者往往站在舞台后面，声音需

要传递得更远、更清晰，因此对演员的

台词、语言功底要求更高。

共同打造木偶戏的未来

谈好了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的合作委培工作，赵永庄并没有闲着，

几部新戏在创排之中，新近首演的木偶

戏《偶王归来》还在不断打磨。赵永庄

还有个打算：要将剧院的一个小剧场改

造成为中国木偶博物馆。“每天来剧院

看木偶戏的观众很多，通过博物馆实物

陈列、多媒体以及高科技展示手段，就

可以让观众在观剧之余，了解中国木偶

戏的发展历程、木偶的种类以及操作方

法，进而对木偶戏有更加生动而深刻的

理解。”赵永庄说。

秦峰正在计划远赴俄罗斯圣彼得

堡 国 立 舞 台 艺 术 学 院 做 一 名 访 问 学

者。“在德国、俄罗斯、英国、保加利亚等

国，已有六七十年的木偶专业本科教学

历史，他们的教学理念、对于木偶戏的

认识、对木偶戏的挖掘等，都值得我们

借鉴学习。”秦峰说，木偶戏在不少中国

观众眼中是小众的，甚至是“小儿科”

的，这其实是误区。欧洲许多木偶戏都

面向成年观众，以物喻人，表现有趣的

故事和丰富深刻的内涵。“我会把我的

所学带回国，反哺我国的木偶戏教育。”

秦峰告诉记者。

在赵永庄看来，作为传统文化瑰宝

的木偶戏，仅靠一次委培教学是远远不

够的。“希望院团和高校的合作办学持

续进行下去，共同打造木偶戏的未来。”

赵永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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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优 秀 的 木 偶 戏 演 员 手

中，木偶能被赋予生命。

木 偶 戏 流 传 至 今 已 有

2000 多年历史，其题材丰富、

内容广泛，《西游记》《八仙过

海》等耳熟能详的故事都被改

编为木偶戏的热门剧目。中

国木偶戏人才的培养，历来都

以家族或师徒传承为主。但

随着当代文化娱乐方式的丰

富，木偶戏市场萎缩，一度面

临专业人才流失、后继无人的

问题。

不可否认，木偶戏专业曾

备受冷遇：对于学子而言，成

材率低，学习过程艰苦，可能

终生达不到影视演员的人气

和收入水平，甚至无法在舞台

上露脸；对于观众而言，木偶

戏的内容题材大多取自童话

寓言故事，主要供儿童观看，

特别是当今多媒体技术高度

发达、儿童娱乐方式日趋多元

化，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门艺

术的发展。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近年

来，木偶戏这门古老艺术迎来

了 一 系 列 利 好 政 策 ，无 论 是

2003 年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还是 2006 年国

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没有忽

略木偶戏这门传统艺术。与

此同时，各地政府对木偶戏投

入日渐加大，并成立了管理、

挖掘、保存方面的专业机构。

一些艺术院校陆续开设了木

偶 戏 相 关 专 业 ，系 统 培 养 人

才，使木偶戏传承有了坚强的

后盾和良好的土壤。“传”是手

段，“承”才是目的，这门古老

艺术如何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最终要看艺术本身和当今时

代的契合程度，即是否能实现

与时俱进。

事实上，木偶戏并不是“陈旧”“固化”的代名词，在漫长

的发展历程中，木偶戏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整自己的

样貌，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木偶戏从最早的巫教祭祀基

础上发展起来，经历了与宗教音乐和秦腔、秧歌等地方戏曲

的多次结合，木偶的形制也根据绘画、文学、雕塑、建筑等在

不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伴随电影技术的发展，木

偶戏推出了一系列内容、质量上乘的影视作品，如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木偶系列美术片《阿凡提的故事》，既展现

了少数民族风情，又突出了木偶戏的特点，成为一代人心中

的经典回忆。

笔者认为，当下对于木偶戏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年代”，

在政策红利的支持下，传统的木偶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

支撑，使之得以保存、继承和不断精进，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

和丰富的艺术门类，让木偶戏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木偶戏的创新性探索永不止步。2007 年，英国国家剧院

创排的木偶与戏剧结合的大型舞台剧《战马》获得成功，中国

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也于 2015 年打造了舞台剧《战

马》（中文版），不仅让中国观众再次领略了木偶的魅力，也向

全世界展现了木偶在戏剧领域无可替代的地位；今年初，根

据作家沈石溪同名作品改编的人偶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

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木偶戏的可塑性和舞台表现力；在电影

领域，定格动画屡屡出现在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获奖名单

中，这种拍摄方式让人感受到独特的材质感和满满的人情

味，其灵感和基础正是来源于木偶戏。

因此，笔者认为，木偶戏的传承需要坚守和捍卫，更需

要改变和创新。当人们看到木偶戏蓬勃的发展态势、无限

的市场与商机，以及多样的变化和玩法时，这个行业自然

就热起来了。

编者按：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木偶戏“源于汉，兴于唐”。木偶戏表演，即演员在幕后操纵，让木偶在舞台上能说能唱，展现生动的

人物性格，讲述鲜活的戏剧故事。然而，木偶戏发展一度日渐式微，传承人才面临短缺、断档。

2006年，木偶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偶戏这门古老艺术迎来了一系列利好政策。

如何将木偶戏人才培养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培养更多满足木偶戏表演和院团需要的人才？本期《特别关注》聚焦当下正在

招生的木偶戏专业，讲述木偶戏人才培养背后的“冷”与“热”。

为了木偶戏的未来
本报记者 胡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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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峰在操作木偶

秦峰在教学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打造的木偶戏《少年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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