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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文化名片

潮剧是南戏弋阳诸腔的遗响，也是
漳州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流行
于广东潮汕地区与漳州诏安、云霄、东
山、平和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
各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山百业待兴，时
任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得知当地群众喜
欢看潮剧，便于 1958 年支持创立东山县
潮剧团，并从河南老家请来师傅传授戏
曲唱念等基本技能，带来豫剧《秦香莲》
剧本。谷文昌对剧团寄予厚望，鼓励他们
要树立“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服务群众”
的观念，发挥引领精神文明、鼓舞人们奋
进的作用，并要求剧团要经常进村送精
神食粮，保证人民群众一个月能看上两
场戏。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1960 年，东
山县潮剧团走出岛前往广东省汕头市演
出，从此拉开了剧团在广东各地巡演的
序幕，后又活跃在闽南地区。“辉煌时期，
剧团有百来号人，一年演出 200 多场，有
时 一 连 3 个 月 都 在 外 面 演 出 ，没 有 回
家。”1985 年考入东山县潮剧团的“老戏
骨”、现任东山县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副主
任林艺欣回忆起当年潮剧演出的盛况，
十分自豪。

东山县潮剧团精彩的演出还引起海
外人士的注目。据《漳州文化志》记载，
1989 年 3 月，东山县潮剧团应邀出访泰
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
潮剧首次迈出国门，也是福建艺术表演

团体首次访问泰国。“观众场场爆满，演
出时间由原定的一个月延长至两个多
月。”林艺欣回忆说，东山县潮剧团在泰
国一共演出 35 场，泰国的中文报刊连篇
报道赞扬剧团精湛的表演艺术。

“当时在闽港粤东一带，潮剧团是东
山的一张闪亮文化名片。”东山县潮剧传
承 保 护 中 心 主 任 朱 清 辉 说 。成 立 66 年
来，东山县潮剧团曾创作改编 300 多个
精彩剧目，其中《秦香莲》《白莲之恋》等
30多个大型剧目被电台、电视台选播，并
录制成音像制品在海内外发行。

传潮曲清风

2013 年 7 月，因国有院团改革，东山
县潮剧团划转为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以
传承、保护和抢救当地潮剧文化为主要
任务。如何让传统戏曲释放当代价值？此
次摘金的潮剧小戏《家风》给出了答案。

《家风》是东山县潮剧传承保护中心
近年来创编、打磨的优秀剧目。该戏以
谷文昌的 40 个廉洁小故事为蓝本进行
创作，生动刻画谷文昌“清白持家、简朴
本分、为民奉献”的干部典范形象，既突
出传统潮剧的演出风韵，又融入时代新
元素。

潮剧自明代中叶形成至今已有数百
年的历史，剧目非常丰富，有来自南戏传
奇，如《扫窗会》《井边会》等，也有取材于
传说或时事，如《苏六娘》《穆桂英》《花木
兰》等。“传统潮剧大都讲究悲欢离合、弘
扬真善美，东山是谷文昌先进事迹的发
祥地，为曲目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和强大的发展动力。”朱清辉说。
近年来，中心在坚持演绎传统优秀

剧目的同时，深挖“谷公”先进事迹，把
“谷公”的丰功伟绩和执政为民、严于律
己等好故事搬上舞台，以潮剧演唱形式
弘扬谷文昌精神，让潮曲传清风。至今已
创作《缅怀谷文昌》《先祭“谷公”后拜祖
宗》《借车》《谷文昌住店》《绿色丰碑》等
10多部现代小戏。其中，《谷文昌住店》在
第三届“岳池杯”中国曲艺之乡曲艺大赛
中荣获三等奖。

除了创作好剧本，中心还坚持打磨
精品。2021 年 5 月《家风》剧本完成后，为
了提高演艺水平，中心从福州请来戏剧
专家组实地对剧本、表演等方面进行多
次研讨、指导，从严要求排练，不断打磨、
提升。此外，中心还从广东潮剧院邀请国
家一级演奏员章振宇，4 次到东山对《家
风》配乐生成进行提升。

2023 年《家风》被省文旅厅确定参加
第四届“华东六省一市现代地方小戏大
赛”后，中心又按大赛规定，在省、市艺术
专家的指导下，再次对剧本进行修改编
排，并从唱、念、做、打等全方面进行再打
磨、再提升，力求完美。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赛上，《家风》剧组抱得金奖归。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唯有千
锤百炼才能出精品。”朱清辉说，此次《家
风》喜获金奖，增强了他们推动潮剧艺术
传承发展的信心。中心将继续努力，秉持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服务群众”的观念，
立足东山县“谷公”“周公”“关公”“三公”
文化进行创新创作，推出更多独具特色
的精品潮剧节目，让更多的小戏登上全

国大舞台，打响东山潮剧特色品牌。

培养“小戏骨”

“你我同窗三长载，亲如手足难分
开，依依惜别钱塘道……”近日，在东山
县一中附属小学二楼会议室里，随着潮
乐响起，两名潮剧演员分别扮演小生和
花旦，迈着轻盈的步姿登台，为该校 50
多名学生献上潮剧《楼台会》选段《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演员们情真意切的表
演，让孩子们看得入迷。

这是中心开展“潮剧进校园”活动的
一幕。近年来，为做好潮剧的传播、传承
工作，中心不断推进潮剧进农村（社区）、
进景区、进校园、进军营、进谷文昌干部
学院展演，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普及与
弘扬。

在当天的活动中，除了节目展演外，
中心演员林思茵还专门向学生讲解了潮
剧的含义、来源、行当特点和表演技艺等
内容，并教学生“道白”，邀请学生上台体
验耍双头枪、用刀、扬马鞭等武功，让学
生近距离感受潮剧的魅力。

“我们这里的孩子逢年过节或多或
少都有看过潮剧，通过潮剧进校园，让孩
子们更深入了解潮剧的艺术魅力，从而
产生兴趣，今后他们就会去关注、学习。”
林思茵说。

为助力东山潮剧发展，近年来，东山县
一中附属小学、文昌小学等学校先后成立
潮剧社团，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唱戏热”。

林思茵在工作之余，常奔忙于各学
校之间传授潮剧演唱技艺。“作为潮剧演

员，进校园传播潮剧，我们责无旁贷。”林
思茵说。潮剧是以潮州方言演唱的戏曲，
在教唱腔时，她会将唱词转化成“道白”，
一字一句地传授，待孩子们练熟后再带
入音乐节奏。然后逐步深入站姿、台步、
手势等基本功学习。

“我喜欢潮剧，家人也支持。戏曲学
习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要把一个表情
或动作做到位需要多次的练习，一旦掌
握了就会很有成就感。”东山县一中附属
小学潮剧社成员朱子彦已坚持学习潮剧
两年。

除了传授基本功，林思茵还编排节
目，为孩子们创造上台表演的机会。这些
年，学校在潮剧传承方面也取得成效：文
昌小学《春风有情临山寨》荣获 2021 年

“九龙江杯”漳州市第三届中小学生艺术
节戏剧类小学甲组一等奖，《桃花过渡》
选段《正月点灯笼》在 2023 年漳州市中
小学生文艺调演中荣获戏剧戏曲小学类
组二等奖。

去年 9 月份，东山岛职业中专学校
增设戏曲表演专业，专门培养具有一定
文化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
能从事戏曲表演等工作的技能型、发展
型人才。

“我们筹备《黄道周》首演时，就在东
山岛职业中专学校挑选了 20 名戏曲表
演专业的学生参与排练、演出。未来，我
们将与学校保持密切合作，为学生提供
更多实践的舞台，为东山潮剧发展培养
更多的后备力量，破解人才青黄不接的
局面，让潮剧的传承保护落到实处。”朱
清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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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四届“华东
六省一市现代地方小戏
大赛”在上海举办，由东
山县潮剧传承保护中心
创排的节目《家风》喜获
金奖。

潮剧是东山县唯一
现 存 的 地 方 剧 种 。近 年
来，东山县潮剧工作者坚
持与时俱进，深挖当地文
化资源，推出独具地方特
色的精品力作，提升潮剧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拓
展服务阵地，积极培养年
轻戏迷、后备人才力量，
让潮音雅韵焕新彩。

洪惠君在洪惠君在““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校园””活动中以红领巾木偶给学生作报告活动中以红领巾木偶给学生作报告。。

洪惠君演示木偶技艺洪惠君演示木偶技艺。。 洪惠君给学生表演木偶洪惠君给学生表演木偶。。

潮剧潮剧《《春风有情临山寨春风有情临山寨》》剧照剧照 （（受访对象供图受访对象供图））

东 山 县 一
中 附 属 小 学 举
行的“潮剧进校
园”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李妙珠 摄

潮剧演员林思茵教
授学生耍花枪。

本报记者 李妙珠 摄

日前，由福建省古厝文化研究会、
龙文区台港澳办联合举办的漳台青少
年布袋木偶戏非遗交流活动在闽南传
统民居营造技艺（漳州）传习所举行。国
家一级演员、著名木偶表演艺术家、省
级非遗传承人洪惠君，为现场来自漳台
两地的 25 组家庭带来精彩的木偶戏表
演，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这一传统艺术的
独特魅力。

漳州布袋木偶戏入选我国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史料记载，
漳州布袋木偶戏“源于晋，兴于宋，盛于
明”，明清时期传入东南亚各国以及台
湾等地。漳州布袋木偶戏以淳朴的艺术
风格、灵巧的操纵技艺、生动的木偶造
型，在国内外艺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作为漳州布袋木偶戏的传承人，洪
惠君曾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及多个省
级电视台表演木偶节目，并到过 30多个
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同时，他不遗余
力地传承和保护漳州布袋木偶戏，培养
了不少布袋木偶戏人才。

勤学苦练
生旦净丑样样精通

“我和布袋木偶的结缘，来自一次
校园奇遇。”洪惠君告诉记者，1971 年漳
州木偶剧团到漳州一中选拔剧团演员，
当时 14岁的洪惠君正在读初一，个头挺
高，手指和手臂都比较长，加上他从小
喜欢艺术，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
因此被校方推荐，参加两轮复试后成为
漳州木偶剧团一员。从此，洪惠君便和
布袋木偶表演结缘，开始了他长达 50余
年的木偶表演生涯。

木偶戏表演是一项综合性艺术水
平很高的表演，它没有教科书，只得依
靠口传身授的师徒教授。正式进入漳州
木偶剧团后，洪惠君师从“北派戏神”杨
胜的儿子杨烽。

手指的柔软度是木偶戏演员的生
命线，在剧团里，洪惠君日日苦练“劈
指”这项基本功，将食指、中指之间的开
角达到 90度，这样手上的木偶才能行得
正、坐得端。入团后的第二年，洪惠君登
台亮相，边唱边演了一场布袋木偶戏杨
子荣的《打虎上山》。

早些年，剧团里面会组成小分队，
到村里的戏台演出，每个分队两到三个
人，一演就是 4个小时。一名演员要演出
多个角色，很辛苦，但是对自身的功夫
有很大的提升作用。经过多年的勤学苦
练，洪惠君的木偶表演技艺也不断精
进，一人分饰多角，生旦净丑样样精通。

守正创新
木偶事业硕果累累
为 让 漳 州 木 偶 戏 走 得 更 长 更 远 ，

“爱折腾”的洪惠君开始思考传统表演
艺术的创新。

他独辟蹊径，借鉴戏曲影视艺术，为
传统的木偶艺术注入新的内容形式，并
一次次地将之付诸表演实践。1999 年，
他在《少年岳飞》一剧中首次尝试融入

“声光电”，受到观众空前的欢迎；2015
年的“金狮奖·第四届全国木偶皮影剧

（节）目展演”中，他带领团队创作演出的
大型神话木偶剧《孙悟空决战灵山》，在
木偶眼睛里植入 LED 灯，造就了孙悟空
的“火眼金睛”，不仅斩获展演最高奖“最
佳剧目奖”，还一并将“编剧奖”“导演奖”

“舞美奖”等多个奖项收入囊中。在探索
木偶的水袖舞中，为了让木偶的水袖舞
得更自然生动，洪惠君改装了木偶戏表
演的辅助工具——“手指通”，让木偶的
肢体动作舞动起来更优美。

“一种艺术，只有不断创新发展，才
能够一直保持活力。”在洪惠君看来，

“演而优则导”在戏曲界亦适用。
1984 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开

始兼任导演，执导的首部木偶戏《两个
猎人》一炮而红，获得了全国木偶戏比
赛 7 个奖项。同时，该剧目在“第八届国
际木偶比赛”中荣获“最佳动画奖”。从
此以后，他真正开启了导演之路：1985
年导演的《小熊拔牙》获全国幼儿木偶
比赛一等奖；1990 年导演并主演的《钟
馗元帅》获福建省第 18 届戏剧会演“木
偶艺术创新奖”；1999 年导演的《少年岳
飞》获 福 建 省 第 21 届 戏 剧 会 演“ 导 演
奖”，并获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导演奖”；
2001 年导演拍摄的电视木偶剧《森林里
的故事》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言传身教
珍贵非遗薪火相传
布袋木偶戏是漳州的一张特色名

片，在木偶中融合了芗剧、漳绣、木偶雕
刻等独具特色的漳州传统文化，是闽南
地区特有的民间瑰宝，也是海峡两岸割

舍不断的乡情。
“漳台布袋木偶戏同根同源，表演

手法相差不大。”洪惠君曾赴台表演《雷
万春打老虎》木偶戏，精湛的表演引起
岛内观众啧啧称赞，并在戏后争先上台
求合影。“台湾的布袋戏是中华文化在
台湾的移植和延伸，通过闽台文化交
流，不仅促进两岸木偶艺术的发展，更
加深了两岸同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认
同感。”洪惠君感慨地说，如今，布袋木
偶戏已成为两岸民风民俗互相交流的
重要桥梁与纽带。

除了加强对台交流外，洪惠君还积
极做好布袋木偶戏的保护和传承。他大
力推进布袋木偶戏进校园，培养一批非
遗传承人。

2021 年，洪惠君在漳州高新职业技
术学校设立了洪惠君木偶表演大师工
作室，不断发掘新秀。“洪惠君老师每周
都会为我们学校的师生上一堂木偶表
演课，并指导我们创作新剧目。”漳州高
新职业技术学校教育艺术系副主任、木
偶表演工坊负责人林梦超说，2022 年，
在洪惠君的指导下，学校创作的红色木
偶剧《红军来漳州》荣获第四届福建省
中小学生（少儿）戏剧展演中学甲组节
目奖二等奖，并于 2023 年 12 月在第七
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展演中获评“优秀
展演节目”。

在闽南师大艺术学院、漳州木偶艺
术学校、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
等学校和传习点，洪惠君开设了木偶戏
专题讲座，选拔优秀布袋木偶戏人才。
课堂上，他以其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的
木偶表演技艺，让年轻学生零距离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学生心中播下
一颗传承非遗的种子。

“以木为偶，以偶做戏。”布袋木偶
举手投足之间，拨动的是洪惠君对木偶
戏 50余年的感情；韵味醇厚的台词曲调
之下，是他对艺术事业深深的爱。

木偶表演大师洪惠君：

方寸戏台守初心 指上技艺传后人
□本报记者 黄小英 通讯员 贺鑫磊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