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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姿摇曳，舞步蹁跹，水袖舒展，如梦
如仙……日前，记者在山东青岛莱西市大
汉偶歌木偶艺术馆排练厅内看到，乐声婉
转中，演员展曼曼正举着一个身着华服、
仪态万千的木偶排练，为第 36 届潍坊国
际风筝会巡游做着准备。其他成员或在
打坯塑模，或在为木偶勾脸上色，每个人
的脸上都透着大型演出活动来临前的兴
奋和激动。

兴衰起落

“莱西木偶戏，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
年前的西汉时期。1978年，在当时的莱西
县岱墅西汉墓中出土了一具身高 1.93 米
的大木偶，肢体由 13段木条组成，关节活
动自如，是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范围
内发现的年代最久、个头最大、保存最
完好的木制偶实物，被认定为国家一级
文物，有‘天下第一偶’之美誉。”莱西木
偶第五代传承人姜玉涛一边带记者参观
艺术馆内摆放的西汉大木偶复制品，一
边介绍。

“在木偶戏传统剧目中，不仅保存着
大量莱夷古国民间习俗和方言俚语词汇、
古读音，也保存着许多宋、元时期北方戏
的剧目、音乐、演出形态等珍贵资料。旧
时《莱阳县志》记载：‘若帷薄张幕，傀儡出
场，金革丝竹毕具，谓之大头子戏。’这里
说的大头子戏就是指木偶戏。”莱西木偶
艺术团导演吕旭东说起莱西木偶的历史
一脸自豪。

清末民初，莱西木偶戏盛行于胶东地
区，大批木偶戏班子活跃于乡间，这对当
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农村来说，是深受

百姓欢迎的消遣娱乐项目。
“听老人说过，以前春节前后以及重

要的传统节日期间，村里空地上总会挤满
观众，《斩皇袍》《捉放曹》《高老庄》等很多
经典木偶戏剧引得叫好声四起。”今年 80
多岁的李山文老人，是目前已知莱西年龄
最长的老一辈木偶戏演员，从老人的话语
里 ，听 得 出 他 对 莱 西 木 偶 戏 的 喜 爱 与
眷恋。

上世纪 20年代后，由于战乱频繁，包
括莱西木偶在内的许多传统艺术都遭到
了重创。许多莱西木偶戏艺人纷纷另谋
出路，文化传承难以为继，莱西木偶到了
即将消失的边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莱
西木偶戏才慢慢“复活”过来。

人偶情缘

今年 55 岁的姜玉涛是土生土长的莱
西人，曾经开了一家电脑配件专营店，生
意不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2010 年一
次偶然机会，自幼喜爱传统文化的姜玉涛
结识了当时已经 73岁的莱西木偶第四代
传人倪奉先，姜玉涛从此与莱西木偶结下
了不解情缘。

“倪老16岁学艺，20多岁开始带着班
子四处表演。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观众娱
乐方式日渐丰富，木偶戏逐渐退出了观众
视野，倪老也再没举起过木偶。”姜玉涛
说，直到2008年，莱西开展了一次民间文
化普查，才让莱西木偶重见天日，倪老又
重新拾起当年的手艺，组建了以木偶表演
为主的小剧团。

2010年5月份，姜玉涛随同剧团一起
来到青岛劈柴院演出。方言土语，伴奏嘈

杂，形式单一……木偶戏的第一次重新公
开亮相，除了让观众看个新鲜，再无其他
好 的 评 价 ，这 让 剧 团 所 有 人 感 受 到 了
危机。

几场演出下来，姜玉涛把自己发现的
问题与倪老先生共同深入探讨，通过这次
交流，两人明白了，木偶戏要传承下去，不
能一味地因循守旧，必须变革和创新。

同年 8 月份，青岛举办第二十届国际
啤酒节，啤酒节期间有一项花车巡游活
动。“大家认为这是一次展示莱西木偶的
好机会，不可错过。于是剧团向主办方递
交了报名表。”跟随木偶剧团来啤酒节参
演的姜玉涛回忆说，最终的结果不出意
料，莱西木偶不仅顺利通过主办方面试，
还在啤酒节巡游当天的演出上大放异彩，
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经历了两次共同外出表演，倪奉先觉
得姜玉涛对莱西木偶戏很有热情，对剧团
的发展有想法，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技
艺，把莱西木偶戏传承下去。“起初我有点
犹豫，直到倪老说，‘莱西是木偶的发源
地，不能让它就这样消失’，我的内心一下
被触动了，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莱西木偶发
扬光大。”由此，姜玉涛正式成为莱西木偶
的第五代传人。

重振之路并不平坦。由于资金有限，
工资不高，剧团不断有演员加入后又辞
职，加上房租、道具、人员吃住等诸多事项
也需要投入，姜玉涛至今已经投入个人资
产近 200 万元。“家里人多数反对我干下
去，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只有曾经从事过
戏曲表演的父亲支持我，他说如果喜欢就
坚持做下去。”姜玉涛说，父亲的话给了他
莫大的鼓励与安慰。

木偶“活”了

2012 年 4 月 28 日，青岛大汉偶歌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姜玉涛借此招聘一
批演职人员，重新组建了莱西木偶艺术
团，使莱西木偶有了名正言顺的“家”。

木偶表演讲究举、捻、步三功。“一个
动作至少要举着道具 15 分钟以上，并通
过手的捻动表现出木偶的手脚动作和面
部表情。”吕旭东说，木偶没有表情，其表
达方式一般都是通过形体。“虽然木偶是
拿在手里表演，但上台后，就相当于演员
自己在台上表演。”

为了呈现给观众精彩的表演，艺术团

开始“给自己找事儿”，定时排练、创作剧
本、参加活动，每位演员在熟练表演技巧
的同时还要学习制作木偶的技艺，团里每
个人都必须成为“木偶全才”。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木偶戏表演挺简
单，但真正从基础练起时才发现并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演好的。”艺术团里年纪最小
的演员刘京琳说起练习木偶戏深有感触。

参加山东省文博会、上海国际木偶艺
术节、全国首届木偶大赛、拍摄上合组织
青岛峰会宣传片……莱西木偶的身影逐
渐活跃起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少则数
百、多则上千人的演出场场爆满。同时，
莱西木偶作为文化使者，还相继受邀到瑞
典、日本、美国等国家演出，向外国友人展
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受到当地观
众的热烈欢迎。

“以前，表演结束后经常有观众想要
购买我们用作表演的木偶，但由于体积
大，价格昂贵，无法作为商品出售。这一
情况给了我启发，能否将木偶道具做成
既好看又操作简单的小玩具？这样既能
宣传莱西木偶又能创收，两全其美！”随
后，姜玉涛找到一家玩具厂合作生产玩
具木偶。从此，艺术团无论到哪里演出
都带上制作精美的玩具木偶售卖。如
今，玩具木偶销售所得成为艺术团的主
要收入来源。

“我们发现，相比传统戏曲木偶剧，儿
童木偶剧的演出效果更好，于是我们改变
了剧目主攻方向，将创作和演出的重点
转到儿童市场上来。”姜玉涛带着他的团
队在改良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又创作出

《农夫与蛇新传》《西游记外传》《白雪公
主》等七八个新剧目，还将木偶表演与真
人演绎相结合，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良好
效果。

目前，莱西木偶艺术团大胆创新，开
始尝试将PVC、硅胶、3D打印技术等高科
技应用到木偶制作中，表演融入川剧变
脸、木偶杂技秀、长袖舞等多种传统技艺，
使得木偶表演更具观赏性。

“未来，我计划在莱西建立一个莱西
木偶文化艺术博物馆，观众可以在里面看
演出、学知识、亲手制作木偶、自编自导自
演木偶剧等，让莱西木偶成为‘乐在莱西’
旅游品牌的一部分。”姜玉涛说，他还想把
莱西木偶做成中国版的“迪士尼”，最大限
度地开发莱西木偶的“潜力”，让这一传统
艺术焕发新的光彩。

莱西木偶“活”起来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公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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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广西百色那坡县 62 岁的
王启荣，都要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面螃蟹山
上的那坡烈士陵园，看望和守护长眠在那
里的先烈。从烈士陵园的大门走到山顶，
共有 377 级石阶，一般人步行需要 20 分
钟。王启荣因为腿部残疾，需要 1 个小
时，每天要走两个来回。这条路，王启荣
一走就是36年。

1979年冬天，入伍第二年的王启荣作
为国防民兵哨所哨员参加了边境作战，不
幸被地雷炸伤，右腿落下终身残疾。在那
次战斗中，他眼看着机枪副射手隆向东战
友牺牲。1980 年 10 月份，所在部队在为
因伤退役的王启荣安置工作时，他本可以
要求去供销社、百货公司这样别人眼中的

“好单位”，但他却主动申请到刚刚开始筹
建的那坡烈士陵园从事守陵工作。

“战友们为了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让我难以忘怀。”在此之前，王
启荣也曾去陵园拜祭战友，可尚处于筹建
中的陵园里荒草丛生。从那时起，王启荣
下定决心，绝不能让牺牲的战友安息在这
样的环境里。

王启荣来到陵园后开始了建园工
作。从烈士的安葬、归类、编号和文物管
理，到土地平填、栽花种树等园容园貌整
治，本该需要大量人力劳作，却几乎都是
王启荣自己完成的。

最困难时，王启荣曾一个人在山上连
续工作 4个月，吃住都在山里。白天干不
完，夜里接着干，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一点
点挖土砌墓。每天，王启荣还要到山下附
近的涝水河提水上山，清洗、擦拭每一座
烈士墓碑，清理周围杂草，清运垃圾。

那坡烈士陵园安葬着 952名烈士，只
要说出名字，王启荣都能准确指出烈士墓

碑的具体位置。为了不让历史断根、英雄
“无名”，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整
理出 360 多位烈士的生平资料供后人缅
怀。此外，他还先后帮助 9名烈士找到亲
人，让部分烈士和他们的家人不再“失
联”。

几经修葺，如今的那坡烈士陵园绿树
成荫，先后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
单位。每到清明时节，来烈士陵园祭扫的
人群络绎不绝，这也是王启荣一年中最忙
碌的时候。在看守陵园的同时，王启荣还
为前来瞻仰的人们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36年来，王启荣总是烈士陵园里来得
最早、回去最晚的人，他精心准备祭品、写
挽联、烧开水……做好各项准备，迎接各
地前来祭奠的群众，有时一天接待几千
人，讲解 10 多场，常常没时间吃饭，但即

便再辛苦，他也每天坚持把园区打扫干净
才回家。“烈士把生命都献给了国家，我们
受点累、流点汗又算得了什么。”这是王启
荣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986 年，王启荣因工作成绩突出，被
调到自治区民政厅工作。从边区到省城，
有了人们羡慕不已的“金饭碗”，他却总感
觉生活中缺了什么，始终牵挂着那坡烈士
陵园里的一草一木。“那份感情实在是割
舍不下。”3 年后，王启荣再次主动向组织
要求回那坡烈士陵园继续守护陵园的
工作。

这一次回来，王启荣再没有离开。“英
雄走了，但他们的光荣事迹应该被铭记。”
在王启荣看来，守护烈士陵园已经成为他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他对战
友和军旅生涯的一片深情，他要把烈士们
的英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王启荣36年烈士陵园守护英魂——

让 英 雄 精 神 代 代 传
本报记者 郭静原

釉下彩绘，即在陶瓷施釉前的坯体上绘画。目前，
我国多地的釉下彩绘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刘鹏和赵潇是一对1980年出生的聋哑夫妻，现为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国玉陶瓷文化园画工。虽然不能
像正常人一样交流，但他们身残志坚，潜心钻研釉下彩
绘技艺，在无声世界里以工匠精神为陶瓷艺术注入中
华文化之魂，将传统技艺呈现给观众的同时，也描绘出
自己心中美好的梦想。

无声世界里描绘精彩
陈晓东摄影报道

刘鹏和妻子赵潇在陶瓷坯上绘制图案。两个人

10岁起同时上特校学习彩绘，后又一起到山西、江西、

湖南等地拜师专攻传统陶瓷釉下彩绘，历经10年潜心

学习，技艺日臻成熟。 （中经视觉）

刘鹏和妻子赵潇在交流绘陶技艺。自2000年起，夫

妻两个人先后在山西、河北等地从事釉下彩绘和工艺展示

工作，每年绘制陶瓷工艺作品600余件。 （中经视觉）

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莱西木偶的魅力。 （资料图片）

莱西木

偶第五代传

人姜玉涛正

在 制 作 木

偶。

（资料图片）

王要飞，中国石油管道局工
程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电焊
培训教师，虽然只有 32 岁，但他
已经是中国石油管道局里的“焊
接大拿”了。去年，他以优异成绩
获得了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焊工决赛个人第一名，被称
为焊接“神枪手”。

当电焊工并不是王要飞的梦
想。2004 年，17 岁的王要飞初
中毕业，父亲让他去学门手艺
——电焊。

刚开始，王要飞很不情愿，他
觉得电焊工只能在路边的小作坊
里，穿着厚工服，戴着大面罩，干
着又累又苦的活。但经过再三考
虑后，王要飞最终遵从了父亲的
意愿，揣着 2000 元钱，来到河南
开封市高级技工学校学习电焊。

2005 年，18 岁的王要飞以
优异成绩被招聘到中国石油管道
三公司第五管道工程处，正式成
为一名电焊工。从学校到公司，
对沉默寡言的王要飞来说，又是
一个挑战，老师教的点点焊焊，到
这里才发现只能算是皮毛。

经过 3 个月的严格培训后，
王要飞跟随第五管道工程处参与
了邳连支线管道施工。对于首次上线的王要飞来说意
义非凡，他对管道焊接有了深入的认识。

2007 年，王要飞参加了“印度东气西输”管道工
程，对于刚开始接触下向焊工作的他，一切又都是从零
开始。根焊要求单面焊接双面成形，并要一次成形，这
如同“神枪手”一样只能多练。王要飞每天都谦虚地向
老焊工技师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

在印度工作期间，王要飞每天要在四五十摄氏度
的高温下工作，一天干下来，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上
千摄氏度的焊花，让他每完成一道焊口，都感觉头昏脑
涨，喘不上来气。

平时，王要飞总是利用工休和基地休假时间，加班
锤炼技术难点，很快他的焊接水平直线上升，从潜力选
手蜕变成技术能手，全线焊接保持98.9%的高合格率。

凭借过硬的焊接技术，王要飞被单位推荐到各种
技能比武大赛，在众多技能比武中，他一方面沉着发
挥，另一方面向竞争对手请教学习，弥补不足。从
2009 年至今，王要飞先后参加过 10 余次公司及全国
各级别的技能大赛，靠着精湛的技艺和优秀的表现，王
要飞屡获殊荣。

2017 年 6 月份，王要飞被管道局聘为教练员，指
导同年9月份中石油集团公司电焊工职业技能竞赛的
参赛选手。在两个多月的集中培训中，他悉心指导参
赛学员技术要领，传授操作经验，为学员试件做详细的
技术分析，帮助学员解决技术难题。比赛中，管道局选
派的 20 名参赛选手取得了电焊工职业技能竞赛历史
最好成绩。回到公司后，王要飞被聘为电焊实操指导
教师，奔波于施工一线，指导电焊操作，传授经验技能。

多年来，凭着对管道事业的感召力、责任心和使命
感，王要飞用求实、无私、爱岗的精神展示了石油管道
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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