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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雕刻皮影雕刻

皮影武打戏皮影武打戏《《收五毒收五毒》》

木偶班男生形体训练木偶班男生形体训练

皮影作品展皮影作品展

木偶表演木偶表演《《锅庄锅庄》》

戏曲身段形体训练戏曲身段形体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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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农历辛丑牛

年，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

的象征，所以我特意选了唐代韩 的《五牛图》

中的第二幅图为素材，以《回首》为题，寓意不

忘初心……”孝义市民间艺术研究院木偶创新

工作室主任王茂伟耐心细致地给学生讲解皮

影作品。

画稿、醒皮、雕刻、上色、组成，皮影制作流

程熟稔于心。“以前的人好厉害，心灵手巧，工

艺美术与戏曲巧妙结合起来，文化底蕴深厚”

从一开始抱着新鲜尝试的念头，到现在深深热

爱，沉浸其中，高二微机 72班的武祥泉学习皮

影雕刻已经两年了，皮影也在他心里扎下了

根，逐渐枝繁叶茂。

从 2019年 4月非遗进入孝义市职业教育中

心二课堂到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设立非遗实

践基地，从一开始 5个学生到现在 50多名学生，

成为孝义市职业教育集团理事单位，回想一开始

的艰难，孝义市民间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晋朝感慨

不已，皮影、木偶、碗碗腔是孝义的文化三宝，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在

大力支持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但始终有些后

继无力，面临着“断代危险”。

“一开始没有意料到，只招了 5名学生，大

多数学生听父辈说过没看过，对家乡的传统文

化不了解，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聘请 9 个国家

级、省市级非遗传承人给学生表演示范，挨个

教室讲非遗知识”，刘晋朝说到，从培养兴趣开

始，很多学生都是零基础，逐步认识非遗，学习

非遗，爱上非遗。

“不能让国家级非遗在我们手里断了代，我

们愿意为传承非遗文化尽一份自己的责任”，怀

抱着共同的信念，武兴、李世伟、吕海青董晓玲

等老一辈国家级、省市级非遗传承人退而不休，

倾心投入到非遗传承的事业中，用爱心、耐心、

热心浇灌着非遗之花。

“我的家乡有非遗！”如今，一提到地方文

化特色，孝义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都无比自

豪。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就是一

名宣传员，非遗实践基地经过艰难摸索，先走

一步，在青年一代心中扎下了根。

“从刚开始的坚持不下来，举不动，学不会，

不想学到后来经过老师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教

导，同学们慢慢找到了门道”，从被动到主动，从

试试到热爱，一份《暑期木偶培训有感》道出了

学生们学习非遗的心路历程。

“高一学非遗理论知识，从雕刻、形体训练

开始起，到高二开始细分，有皮影雕刻、皮影表

演、木偶表演”，木偶操作表演教师石美玉对学

生的基本功练习非常严格，“每次开课之前先

要练习 20 分钟的举功，最近在紧急排练《锅

庄》，迎接孝义校园文化艺术节。”

非遗传承以前都是师带徒式教学。从非

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到教师，既是挑战也

是考验，非遗系统化专业化教学急需一份校本

教材。“没有教材就自己编，王茂伟把自己参赛

获得的 5000元奖金拿出来编教材”，石美玉指

着教材中的形体训练图片，“这是我们指导学

生拍的，学生参与编写教材，积极性也高，学艺

是门苦差事，为了鼓励学生，去年暑假集训我

们自己出资给学生置办了集训服。”

“多一门手艺，多一条出路”“我想把皮影

雕刻当一门技艺来发展”“我们排练的皮影武

打戏《收五毒》入选全省校园文化艺术节”……

上打下扎，左刺右挡，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老

师真传实授地教，学生勤奋刻苦地学，非遗传

承与职业教育的对接融合，在传承和弘扬地方

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给学生的未来增添了无限

可能。

“戏曲身段、形体训练为木偶表演打基础，

将来也可以报考中戏、上戏木偶专业班、省戏

校等专业院校，参加实践活动进景区演皮影、

木偶，戏曲跑流程一天收入 200元”，面对文旅

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文艺人才的稀缺，孝义民间

艺术研究院不断开拓思路，立足传统，融合现

代，专注培养一批一专多能的演艺复合型人

才。

传承和发展非遗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需

要积累丰富的经验，过程很漫长。播种、耕耘、

施肥，在非遗路上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份辛劳每

一次坚持，都会在以后获得答案，非遗传承，未

来可期。

播种，我的家乡有非遗

传承，非遗成就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