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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创作演出之余，孝义市皮影木偶剧团还自觉肩负

起传播推广木偶皮影艺术的重任。“当前，木偶皮影艺术被纳入

非遗保护范畴，各级部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使我们有机会

通过创作向大众展示艺术成果。”

在刘亚星看来，通过深度挖掘孝义文化特色，精心打造优秀

剧目，持续开展送戏下乡，非遗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可以让传

统文化更好地扎根于群众、服务群众，也让非遗在这片土地得以

再续辉煌。

同时，通过非遗进景区，将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扩大了知

晓度。开设周末剧场，采取政府采购模式，对市民免费开放，增

强了群众基础。2021年，孝义市被评为山西省首批文旅建设先

进县。

去年“五一”期间，孝义市皮影木偶剧团在北京龙潭中湖公

园举行“晋彩非遗京尚文创”2023 晋京非遗文创游园会活动。

皮影戏《连年有余》《龟与鹤》，木偶戏《长绸舞》《美猴王》等让京

城观众领略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生生不息。值得一提的是，6月 26日，剧团参加了天津夏季达

沃斯论坛“山西之夜”，木偶戏《偶艺乐园》中的四个绝活表演，让

中外宾客体验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孝义非遗又一次对

外精彩亮相。

作为山西省唯一的皮影木偶艺术专业官方表演团体，自

2017年以来，孝义市皮影木偶剧团已累计演出 500余场。

当前，木偶皮影艺术创作技艺不断更新、题材更加丰富多

样，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弘扬民族精神的作品，艺术表现力

增强，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孝义市

皮影木偶剧团成绩喜人，2022 年创排了反腐倡廉皮影系列剧

《清风》《除恶霸》《招标》《碰钉子》《责任》《如此福利》，2023年创

排了消防安全皮影系列剧《楼道曲》《常闭防火门》《医院的危险》

《商场不是“伤场”》，2023年创排了大型木偶情景剧《偶艺乐园》

和《战马红旗》。

一代接着一代的艺人，接续奋斗，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

上，不断探索与创新，不仅让孝义皮影木偶获得了新生，也让这

古老的剧种，在新时期散发出了新的魅力。非遗文化渐渐走出

“深闺”，大放异彩，从“静态传承”迈向“活态传承”，焕发出旺盛

的生命力，用璀璨文化助力孝义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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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木偶剧
《义虎千秋》赴台湾六
个县市，参加首届“亚
太传统文化艺术节”，
获“两岸文化交流贡
献奖”；

2017 年，木偶剧
《美 猴 王》赴 荷 兰 海
牙、阿姆斯特丹参加

“ 中 国 映 象 非 遗 展
演”，获“表演金奖”；

2021年，《义虎千
秋》应邀亮相参演首
届中国南充国际木偶
艺术周，获国际“优秀
剧目奖”；

早 年 间 ，孝 义 木
偶 戏 仅 流 传 在 孝 义
市及周边市县，如今
已走出山西，远赴香
港、台湾及海外多国
交流展演，成为孝义
文 化 的 一 张 特 色 名
片。

自 1954 年 建 团
后，孝义市皮影木偶
剧团长期作为孝义的

“文化使者”对外进行
交流活动，特别是近
年来，成果尤为丰硕：

2018 年，被山西
省文化厅命名为“山
西省首批对外文化交
流基地”；

2021 年，剧团登
上央视《国家宝藏》，
被孝义市表彰为“优
秀人才团队”；

2022 年 ，被 山 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

“山西非遗保护优秀
实践案例单位”。

近 年 来 ，孝 义 市
皮影木偶剧团坚持创
新活态传承“国家级
非遗”“三晋奇葩”“孝
义文化一绝”，在技艺
提升、打造精品，惠民
演出、情系群众与走
向全国、放眼世界的
登台亮相中，不断擦
亮孝义文化名片，彰
显 着 孝 义 的 文 化 自
信。

走进孝义市皮影木偶剧团，演艺厅一派热闹，演职人员正

在认真排练节目，培养彼此之间的默契、精心打磨每一个细

节。经过反复琢磨推敲，相互交流，剧中木偶人的一动一静、一

颦一笑、一唱一和都渐入佳境。

“木偶的精髓就是人偶合一，上下传神。木偶本身是没有

生命的，但是你赋予了木偶生命。”孝义市皮影木偶剧团团长刘

亚星说，舞台上的“惊鸿一瞥”，背后却是日复一日的“举团修

炼”和日日新、又日新的“匠心求索”。

台前，皮影、木偶在艺人手中大显身手，尽情演绎精彩故

事，幕后，匠人们用双手创造，用心赋予他们生命。

据考证，孝义木偶戏有 800多年历史，形成于宋代，属于杖

头木偶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剧团制作的木偶很多都是

以木质雕刻工艺制作，演员表演起来很费力，后来剧团在造型

方面改进技术，借鉴漆器的制造工艺，采用纸脱胎技术，给孝义

木偶的制作带来了极大的进步。制作一个木偶，需要造型、翻

模、脱胎等四十余道工序才能完成，考验制作者的美术、刺绣甚

至是缝纫的功力。

人才培养是一个剧种保护和传承的基础。“近年来，为了非

遗人才得以延续，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孝义开展

了 7个非遗项目进校园。”孝义碗碗腔剧团团长郭纹铭说，最早

在 2016年，孝义中和路小学第二课堂就成立了碗碗腔戏剧社，

从服装到道具全部配备。2018年，碗碗腔剧团和孝义中学签订

协议，通过非遗进校园，从小培养孩子们对非遗的兴趣。

让非遗技艺火起来，还要重点解决人才断档问题。2022年

8月，孝义市政府与吕梁市艺术学校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并签订

意向书，委托吕梁市艺术学校非遗班为孝义培养 80余名学生，

这些学生毕业后将择优聘用至孝义市碗碗腔和皮影木偶剧团。

孝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梁治珠说：“孝义市的这

一非遗人才培养创新之举目前在全省都走在前列。几年以后，

两个剧团‘新的春天’就来了，而通过在发展中不断地推广、发

掘、传播，孝义的非遗技艺也渐渐火起来，传承保护工作取得长

足发展。”

2023 年 12 月 17 日晚，由孝义市皮影木偶剧团倾情演出的

大型原创红色木偶剧《战马红旗》在东风剧院首演。“演出融汇木

偶、碗碗腔、皮影等国家级非遗，结合声、光、电特效，以及戏中戏

舞台造型、人偶同台等表演亮点。”刘亚星说。

不同于以往幕后操纵木偶的表演形式，人偶同台入戏是此

次剧目的一大突破，但同时也为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变

无生命为生命化，无情物为有情物，演员们不仅用双手，更用全

部身心，与木偶角色融为一体，将精彩的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

观众被剧情深深吸引，更被演员的精彩塑造抓住眼球，全场掌声

此起彼伏。

“很紧张，一个多小时的剧目里，我们的演员既要表演，又要

唱、道白，还要推景，突破以往分工不同的传统，给我们一个很大

的挑战。”演员穆永明在现场说道。

经过主创团队精心策划，这部剧用引人入胜的故事，不仅给

观众献上了一台红色故事与非遗木偶珠联璧合的舞台艺术盛

宴，也是一堂生动的红色党史课，更是一首英雄赞歌，达到了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教育性的和谐统一。

作曲设计、中国戏剧学院硕士、山西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研究

所三级作曲王瑛介绍，“在作曲过程中，我们选取了碗碗腔作为

它的基本素材，既保持碗碗腔本身剧种风格的品质，又力求做到

具有时代性，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基础上，让传统文化更符合时代审美，孝

义市皮影木偶剧团在剧目编创、表演形式、人才培养、木偶制作

等方面不断探索求新，让古老剧种焕发时代生机。“把声、光、电、

AR、VR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咱们的皮影木偶戏结合，将科技创新

与艺术传承相融合，让木偶在舞台上更有灵动性，更有趣味性。”

刘亚星说，孝义非遗文化在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展现出新的

活力。

除此之外，在木偶戏内容创新上，剧团依托数字技术，创作

短平快视频，节目以舞蹈、特技、绝活为主，老少皆宜。“这样就能

适应不同的多元化的文化市场，也能满足更多观众对文化的需

求。”

接续传承
非遗技艺 焕发生机

创新转化
非遗艺术 温润心灵

以文为媒
百年非遗“景”上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