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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直播”接地气，让传统文化火热

“出圈”，在线人数达 1 万多……直播活动

让市民在“云”上品味文化大餐。孝义市文

化惠民开启新模式，通过“云端”打破时空

限制，让更多的人成为传统文化的“新粉”。

时而碎步轻移，时而翻转腾挪。近日，

在位于孝义市新义街道办贾家庄村的民俗

文化展览馆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孝

义皮影戏）第八代传承人侯建川正围站在一

幅五尺白色幕布后面，表演着传统皮影戏西

游记中故事《大变化》，一个木偶，在老艺人

两根细长竹竿的操控下演绎的活灵活现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令人难以置信；同时，

在皮影木偶剧团跟随直播镜头，专业摄影

棚、置景车间、道具仓库等设施呈现眼帘，摄

影师、灯光师、美工、木偶制作师、服装师等

正在有条不紊各自忙碌着。在道具制作室

里，一排排纸做的木偶造型生动夸张，惟妙

惟肖，在师傅的操作下活灵活现。在直播镜

头前，随着“锵锵锵”的戏曲乐声，木偶美猴

王孙悟空出场亮相，一段流畅的金箍棒表演

引得网友们纷纷留言评论；木偶在上，真人

在下，台上的木偶瞬间活灵活现起来，在表

演人员的操作下身着华丽服饰的木偶转起

手绢、佛珠，还能空中翻腾，一系列高难度的

动作让网友们点赞叫绝。

“这皮影木偶戏演得真是太精彩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太短，还没看过瘾呢，

真希望再多演 1 个小时。”“没想到不出家

就能看到这么高水平的皮影木偶戏表演，

这不仅丰富了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更让

我们感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2个小时的非遗直播，不仅直观地

为网友们展现了孝义市独特非遗文化，更

让网友们了解了孝义地域、文化特色，对孝

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传承发展非遗文化，需要紧跟时代潮

流，让非遗借助各方资源插上腾飞的翅

膀。”孝义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直播+非遗”模式，不仅让非遗技艺以年轻

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吸引年轻用户关注，

推动非遗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活化与创新。

对非遗好物也是一次积极尝试，提振孝义

文旅发展信心。

据了解，孝义木偶戏属杖头木偶戏，宋

代时传入孝义地区。其木偶造型简洁粗

犷，神态灵活生动，机关奇巧适用，极具北

方特色。孝义木偶班社演出形式多样，素

有“两种形式，三种唱腔”之说。“两种形式”

是指木偶和皮影，孝义木偶戏原来独立成

班，后与皮影戏合成“灯影班”，白天演木偶

戏，晚上演皮影戏。“三种唱腔”是指皮腔、

碗碗腔和中路梆子，孝义木偶戏最初演出

时用孝义秧歌干板腔、皮腔和中路梆子（晋

剧）演唱，后来又加入碗碗腔。皮影、木偶

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各式各样的皮制道

具，通过灯光投影到白色幕布上，并配之以

乐器，伴之以唱腔、道白等，使观众听到和

看到有声有色的各种戏剧故事。

孝义的皮影木偶制作精美、操作传神

逼真、表演手段独特。剧团白天上演木偶

戏，晚上上演皮影戏，民间称其为“白昼木

偶作怪，夜晚牛皮成精”。2006年，孝义木

偶、皮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早

年间，孝义木偶戏仅流传在山西省吕梁孝

义市及周边市县，后经政府支持，逐渐走出

山西，远赴香港、台湾及海外多国交流演

出。现如今，皮影木偶作为孝义文化的一

张特色名片，正演绎着它不可或缺的文化

特质，它所带来的传统文化魅力，将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学习传承，发扬光大。

在直播现场，70 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武兴介绍，木偶表演者通过

操纵木杖完成动作，它内部虚空，眼嘴可以

活动，颈部下面接一节木棒或竹竿，也称

“举偶”。经过多年研究及悉心传授，大部

分年轻学员操纵木偶技艺高超，不仅可以

表演甩发、喷火、舞长绸、梢子功、翎子功、

佛珠转抛接等高难度动作，还可以表演川

剧变脸、书法等绝技。

孝义皮影木偶剧团团长刘亚星告诉笔

者，今年以来，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短视频，

并定期开展网络直播，尽管目前他们的直

播平台还没有形成流量爆款，但他相信，随

着用户的积累以及对松桃苗绣精湛技艺的

展示，一定会达到质的飞跃。

直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孝义传

统皮影木偶戏赢得众多网友的点赞并表

示，无论是惟妙惟肖的人偶、还是木偶操控

者生动鲜活的表演技艺都是极其精彩的，

做到了“人偶合一”，让网友们领略了“中国

皮影木偶之乡”的独特魅力，彰显了孝义古

老的文化传承。孝义皮影木偶戏承载着孝

义的风俗民情、社会伦理、审美风尚等内

容，在演出中不断发挥着惩恶扬善、鼓舞人

心的积极作用，为社会学、民俗学、地方历

史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网

络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非遗文化呈现

出更多的可能性，也打开了活态传承的机

会之窗。孝义，是郑兴“割股奉母”之处，不

仅因矿产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又因是我

省戏曲品种最多的一个市，被誉为“戏剧之

乡”。皮影、木偶、碗碗腔均被列为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孝义的文化三绝。

近年来，该市依靠当地群众，发挥专家作

用，非遗文化走出“深闺”并大放异彩，尤为

重要的是，孝义非遗文化渐渐从“静态传

承”迈向“活态传承”，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力。而通过“非遗+直播”的宣传方式能让

更多的人通过网络“看到、闻到、尝到、触

到”孝义非遗老字号的勃勃生机，让“冷门”

的非遗走进现代人们的生活。

“非遗+直播”的跨界混搭，一方面增加

了市场对非遗产品的需求，传统文化与现

代科技碰撞有利于提升市场价值，让非遗

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用先进技

术诉说古老非遗故事，有助于技艺在传承

中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该市将进一步

讲好非遗故事，展示非遗技艺，溯源“匠人、

匠心”，让孝义的非遗文化代代相传。

“非遗是珍贵的，而传承是最好的保

护。”为了让“非遗”重焕光彩，孝义市建立

了“非遗”宣传普及机制，大力开展各种形

式的“非遗”保护工作，成立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园；组织专家、学者成立小组，建立

传承人认定体系，组织申报保护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创新“非遗”保护工作机制，加强

对“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改

善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与工作环境，为传承

人开展收徒传艺、教学、交流活动创造条

件。接下来，该市还将继续举办各类非遗

文化传承活动，推介孝义非遗文化资源，助

力孝义文旅融合，同时联合各级部门、学

校，推动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校园中

挖掘和培养新一代非遗传承人。

如今，孝义的木偶、皮影开始到全国各

地演出，《花果山》《长袖舞》《疯狂吉他手》等

剧目登上了国际舞台，据此拍摄的影视作品

销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国际国内多

项大奖。随着挖掘文化特质，走活态传承的

路子，孝义的非遗文化产业之路越走越宽。

当非遗成为“网红”，古老的艺术散发

出全新的时代魅力。“非遗项目不应该藏于

深闺，而是要大大方方走出去，与市民交流

分享，寻找传承与发展的空间。”孝义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期待非遗以极具创意的形

式、年轻化的表达，融入人们的生活，浸润

大众的心灵。

直播 让非遗“活活”起来“火火”起来
“云”直播传袭老技艺 孝义市文化惠民线上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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