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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木偶戏走出国门

3月11日，莱西木偶戏传承人展曼曼结束了美国
之行，回到青岛。此次美国之行，是齐鲁文化“出海”系
列活动之一，她带去了青岛的木偶戏，也对北美木偶剧
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作为莱西木偶艺术团团长，展
曼曼近年来带领团员走出国门，先后在10多个国家演
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让传统木偶戏走近大众，
让这项非遗技艺在创新中得以传承，这是我们的初
心。”展曼曼说，根据时代特点和大众需求，剧团在第五
代传承人姜玉涛的带领下改革木偶制作工艺、创新演
出剧目，在剧目中融入童话、动漫、神话等元素，让木偶
戏表演形式更加贴近当代生活，得到年轻人的喜爱。

2012年，24岁的展曼曼在中国农业大学作物生理
学专业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后，本想找一份专业对口
的工作，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接触并爱上了木偶戏，
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启了她的演艺之路。“当时觉得这么
古老优秀的艺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呢？”展曼曼
对木偶戏从好奇到了解，再到越来越喜欢，现在已把它视
为自己要终生从事的事业。作为莱西木偶戏第六代传承
人的代表，展曼曼表示，作为一项传统艺术，木偶戏只有
秉持传承保护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发展下去。

今年春节期间，莱西木偶戏频频以快闪和巡游的
形式在青岛老城区里出现，舞动精彩，互动有趣，掀起
了一股“偶”遇的热潮。近年来，莱西木偶戏的足迹不
但遍及全国，还出访过西班牙、瑞典、新西兰、美国、日
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用精彩的表演征服了外国观
众。“莱西木偶剧团最早创建于清代。作为一项非遗文
化，木偶戏能促进中西方交流。因为种族不同、思维不
同、语言不同，想让外国人听懂中国故事很难，但用木
偶戏来表达，就容易多了。”作为第六代传承人，展曼曼
到过多个国家表演，“外国观众能理解木偶眨眼、微笑、
甩水袖这些动作的含义，通过木偶戏表演，他们更直观
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展曼曼说，如今，莱西木
偶戏已经成为青岛以及山东的一个文化符号，2017
年，莱西木偶戏和西西里木偶戏在青岛联袂演出，古老
的非遗艺术带着人情味和烟火气，拉近了人们的心理
距离。

能表演能制作身兼数职

展曼曼的艺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她只是想
从事木偶制作方面的工作，“当时剧团人比较多，仅演
员就有七八个人，负责木偶制作的有四五个人。我刚
接触木偶制作时经验不足，不仅服装做得粗糙，就连给
木偶刮腻子、打磨这些工序，也没法做平整。我想尽一
切办法克服困难，从网上找资料，学习别人的制作方
法，一点一点提高。”慢慢地，展曼曼的经验越来越丰
富，终于掌握了木偶制作的技巧，但随着剧团效益渐
差，很多人陆续离开了。由于人手不足，展曼曼开始一
边制作木偶，一边学习木偶戏表演。展曼曼说，从木偶
制作到表演，她的成功离不开师父姜玉涛的指导。

“和木偶制作相比，表演是个体力活。表演时需要
一直举着三五斤重的木偶，一开始胳膊根本受不了。但
当时剧团人手不够，留下的人必须顶上，时间长了，也就
慢慢练出来了。”展曼曼说，开始学习表演后，她每天都
坚持练功。“今天坚持举3分钟，明天坚持举5分钟，就这
么一点一点往上加。”展曼曼告诉记者，莱西木偶戏表演
讲究的是“人偶合一”，这需要打好基本功，常年练习举
功、捻功和步功。展曼曼每天练习三四个钟头，练得累了
就去制作木偶，“权当坐下歇歇了。”每个木偶剧的剧本写
好后，需要根据角色制作木偶，做好木偶后再配音、排练、
演出……如今团员们个个能演能做，身兼数职。

“从剧团最困难时只剩下两名员工，到如今走遍全
国、走向海外，离不开第五代传承人姜玉涛的坚持。”展
曼曼说，当初剧团最困难时，是姜玉涛的一句“就算木偶
艺术团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把这份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给了大家极大的鼓励和信心。这两年，随着文化

“出海”越来越热，形式新颖有趣、内容丰富多彩的莱西
木偶戏尤为吸睛，以展曼曼为代表的新一代木偶戏传承
人逐渐走上国际舞台。谈到自己出国表演的经历，有一
件事令展曼曼印象深刻：“有一次在新西兰演出，表演完
正准备离开时，一位老师找到我们，说有名学生因为没
来得及和我们的木偶进行互动，十分沮丧，能不能让孩
子和木偶互动一下。当我们重新打开箱子，拿出‘孙悟
空’的时候，这名学生非常开心地对我们说：‘我太喜欢
中国的木偶艺术了，将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中文，这样
就有机会和中国人对话了！’”这次经历让展曼曼深有感
触，也更加坚定了她传承好木偶戏的决心。

新一代传承人登上舞台

远渡重洋到异国他乡表演并非易事，展曼曼告诉记
者，团员们最怵坐飞机，比如去新西兰，加上转机，旅程
需要20多个小时，抵达目的地时腿都有些浮肿了，倒时
差更成为大家普遍面临的难题。但干一行爱一行，出国
演出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就算再苦再累，展曼曼和团
员们也会坚持做到最好。因为文化传统不同，在国外演
出时经常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一次，展曼曼和团员
出国演出，到了举办地才发现没有专门的舞台，而受现
场条件限制，也无法搭台。木偶戏表演一般是木偶在前
台，操纵木偶的演员隐身幕后，一旦无法搭台，表演的神
韵就会大打折扣。类似情形，展曼曼和团员们经常遇
到。而如何实现“海外破圈”，也是他们下一步需要思考
的问题。

对于木偶戏未来的发展，展曼曼充满信心。近年
来，为更广泛地传播传统文化，在第五代传承人姜玉涛
的带领下，莱西木偶艺术团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各
种文化活动和非遗交流会，向优秀剧团学习，取长补短；
开展木偶戏演出活动，举办木偶戏艺术节；开展系列“送
戏下乡”“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开办木偶戏艺术特色课
程等，为木偶戏的传承及创新发展培养新人。以展曼曼
为代表的新生代木偶戏非遗传承人，加入剧团后用热爱
与传承去雕琢，用灵感与创新去创作，不仅让莱西木偶
戏焕发新生，还让表演效果更加精彩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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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36岁
身份：莱西木偶艺术团团长

让传统木偶戏艺术
走近大众、走出国门，让这
项非遗技艺在创新中得以
传承，这是我们的初心。希
望我们的木偶戏越来越好，
走上产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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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让木偶戏走上
产业化道路

记者：传统木偶戏有了哪些创
新？

展曼曼：只有多元文化融合，时
尚与传统互鉴，才是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的关键。目前，莱西木偶戏已
将京剧、话剧、动漫等表现形式融为
一体，励志的题材、灵动的艺术形式
受到了各年龄段观众的欢迎。

记者：从事木偶戏工作最难忘
的经历是什么？

展曼曼：刚开始接触木偶戏表
演时，有一次去幼儿园演出，孩子们
看到我们特别兴奋。当时演出的节
目是《西游记》，看着小朋友在台下
热烈互动，感觉我们通过演出给他
们带来了欢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记者：未来木偶戏将如何发展？
展曼曼：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

好，现在国家大力支持传统文化和
非遗项目的发展，从这几年我的亲
身体验来看，剧团走出去的机会越
来越多，同时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
有了产业化发展。依靠非遗，我们
也可以富起来、强起来。下一步，我
们也将开发一些文创产品，让莱西
木偶戏走上产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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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世界“戏”出精彩
第六代莱西木偶戏传承人展曼曼带领团员亮相国际舞台

1978年，在莱西岱墅出土了身高1.93米的西汉时期大木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个头最大、
年代最久、保存最完好的木偶实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天下第一偶”的出土震惊了世人，
也让莱西有了“木偶艺术之乡”的称号，莱西木偶戏被列为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如今，以展曼曼为代表的第六代莱西木偶戏传承人成长起来，频频亮相国际舞台。近日，
青岛早报记者采访了展曼曼，听她讲述如何用热爱与传承去雕琢，用灵感与创新去创作，让莱
西木偶戏焕发新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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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

节期间，莱
西木偶艺术
团在大鲍岛
街区巡游。
董志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