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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4

“第一次接触木偶戏，很灵动，

很传神！”“看着老师们操纵起来很

简单，当自己上手的时候急得手忙

脚乱，满头大汗”……8 月 25 日，在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化馆，小记者

们体验了非遗项目杖头木偶戏的

操纵技艺后深有感触地说。当天，

北方新报小记者们走进玉泉区文

化馆，上了一堂妙趣横生的“偶动

暑期·乐享非遗”文化实践课，在老

艺人何宁、籍涛、张晓红的带领下，

大家体验了杖头木偶戏的操纵技

艺，还在小剧场观看了一场杖头木

偶戏演出，感受非遗的魅力。

当天上午，小记者们在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来到玉泉区文化馆二

楼，一进展厅，大伙就被舞台上大

大小小的木偶惊呆了。只见一个个

木偶有序排列在一起，身着华丽的

服装，或“吹拉弹唱”，或“策马扬

鞭”，或“摔跤”，或“牧羊”，栩栩如

生，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都是我们

上世纪80年代演出木偶戏《巴拉根

仓》的‘演员’们，拉马头琴的是善

良的老爷爷，骑马的是小乌兰，这

个是王爷的太太，这个是管家、打

手……”年过六旬的老艺人何宁说

起木偶演员如数家珍。何宁、籍涛、

张晓红3位老艺人早年在玉泉区木

偶剧团工作，当他们把巴拉根仓的

故事以木偶剧的形式搬上舞台后，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引起了很大的

轰动，演出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校和

工厂，深受孩子们欢迎。

杖头木偶戏是由艺人操作木

偶表演故事的一种戏曲形式，起源

于汉，兴盛于唐，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仅要求演员必须练好

托举木偶的“托举功”、操纵木偶的

“扦子功”及体现人物步伐特征的

“台步功”三大基本功，演出时还要

稳、正、直、平，动作行云流水，表演

生动传神。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为了把近30分钟的木偶戏演活

演好，何宁、籍涛、张晓红每天都要

举着十几斤重的木偶反复练习两三

个小时，不练功时还要跟着老师们

一起做木偶，从木偶制作、打磨到服

装剪裁，耐心细致地去完成。

活动现场，老艺人们一边讲述

杖头木偶戏的历史文化，一边向小

记者们展示杖头木偶的操纵手法，

孩子们兴奋地围在木偶下观看，个

个带着新奇的目光，紧盯老艺人们

手中栩栩如生的木偶，娴熟的手法

尽展木偶魅力，小狗木偶俏皮的吐

舌头更是逗得孩子们欢笑声不断，

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老师，

我想试试这个博克手”“老师，我想

操纵小狗木偶”……在木偶体验环

节，孩子们热情高涨，跃跃欲试，都

想亲身体验木偶的神奇与乐趣。

来自大学路小学的赵云之兴

奋地说：“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杖头

木偶戏，台下看着老师们操纵木偶

举重若轻，等亲身体验的时候才明

白老师们的不易，不单单需要娴熟

的技巧，还需要和木偶神形合一才

行，而且举着这重达十几斤的木偶

在台上走来走去，没有点臂力还真

不行！”

“今天能带孩子来玉泉区文化

馆参加这样的非遗活动，我一定要

多拍几张照片留念！孩子们那么开

心、那么投入地了解非遗文化，这

活动真是太有意义了！”现场一位

家长也高兴地说。

一直以来，玉泉区文化馆积极

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开展非遗活动，

不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

非遗知识，还提升了未成年人群体

的文化感知力与传承使命感，把中

华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种植在少

年儿童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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