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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
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
而任其式微，等等。
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
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化空间）彻底改变。
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带来伤害。
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
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
使它突变。
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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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衍变发展中呈现的形态是丰富多样的，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项目，采取生产
性保护的方式应当是一种恰当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这些技艺的持有者将自己本身的技艺作为一种生产
和生活的手段，既可以因此而获得劳动的报酬，也可以因此而使技艺传承，并在自己的作品与使用者
的对应中，使技艺的继承与创新具有激发创造智慧的基础。
本书为“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之《影戏箭杆王》，记录了布袋木偶大师徐竹初技艺传承
的历程，其技艺如何精湛，以及其对技艺的思考；展现了他是如何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这些不同
的技艺在传统的浸润中也融入了新的艺术元素，并得到人们的喜爱，而他们也因此具有了持续传承的
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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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章，男，1951年3月生，山东寿光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仟。

曾发表60余万字艺术理论、评论文章，主编《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京剧大师程砚秋》、
《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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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口述人徐竹初简介
第一章 徐竹初谈漳州木偶的历史
一、历史篇：漳州木偶历史回溯
二、风俗篇：漳州的风俗养育了漳州木偶
三、意义篇：漳州木偶的地位与影响
第二章 徐竹初的木偶雕刻艺术生涯
一、家族篇：家传七代有绝活
二、童年篇：与弘一法师结缘
三、求学篇：少年勤学崭露头角
四、工作篇：勤奋不辍终成大师
五、家庭篇1：家人对我事业默默的支持
六、家庭篇2：家人朋友眼中的徐竹初-
第三章 徐竹初谈木偶雕刻艺术创作
一、技艺篇：传统木偶的制作过程
二、影响篇：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
三、传承篇：传统木偶技艺传承之路
四、创新篇：木偶雕刻要抓住典型性格
第四章 徐竹初谈他的事业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交流篇：他们称我为“活的文物”
二、艺术馆篇：我的艺术馆是综合性的艺术馆
三、展望篇1：我现在靠做玩具来养活木偶雕刻
四、展望篇2：希望能把我的木偶艺术馆搞起来
徐竹初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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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我的家族，我就讲我知道的吧，有的是听我父亲（徐年松）讲的，还有是听我叔公讲的。
我的祖先，有墓碑可以查到的，到我是第六代，我属于第六代传人。
我知道第一代叫做徐梓青，估计他的年龄，应该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已经有三百来年。
有什么证据呢？
原来有墓碑记载，我父亲原来有见过，后来再带我去找的时候，已经清为平地了，被开发走了。
地点在浦南附近，那一带村落都是姓徐的。
再下来就是徐和，徐骆驼是第三代，第四代是我叔公，我叔公叫做徐启章（1890-1964），启示的启，
文章的章。
我们家族都是做木偶雕刻的，最早的店号是“成成是”，这是我祖爷爷徐梓青开的店铺。
一直到我叔公（父亲的叔叔），一直都开着木偶店。
我叔公的店号是“自然”，他主要是做一些木偶，还兼做一些泥偶。
再下去就是我父亲，他独立了一个门号叫“天然”，也是前面开店，后面生产，连在一起。
我父亲过去家庭也是很困难，很苦。
据我的父亲说，我爷爷出来谋生，靠手艺吃饭，还要兼给人家看病，是个土医生。
我父亲跟着他“递一把”（做帮手），后来又转行干过很多别的行当。
所以跟着爷爷，父亲学了很多手艺，包括打胚、做鞋子，他都学过。
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当时还很年轻，才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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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木偶艺术集演技、剧目、念唱、道白、曲调、雕刻等为一身，是一门综合的民间艺术形式。
“刻木为偶，以偶为戏”，木偶戏本属戏曲，但木偶却属于造型艺术。
在其他戏曲的演出中，造型艺术只是一个附属的因素，但在木偶戏中，造型艺术一跃而成为演出中的
主导因素，演员的表演必须通过物质的外壳——木偶得以传达给观众。
在木偶戏的初创阶段，木偶自身的造型之美屡屡受到文人墨客的赞叹，但当它发展为成熟的戏曲形态
时，人们的视野就逐渐转到它身为戏曲的“本位”——操纵技术、剧目、念唱、道白、曲调等因素，
对它在造型方面的成就和特色却忽略了，大多仅以轻描淡写的言辞一笔带过，或作为附庸的元素而不
待赘言。
人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木偶戏的“技”，甚而其演出所承载的宗教文化内涵，对首先吸引他们的第
一视觉要素——造型艺术却忽略了。
翻开漳州木偶的历史，情况更是差强人意。
唯一的正史记载，是一次反面教材：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著名理学家朱熹知漳州时发布《
谕俗文》称：“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裒攘财物，装弄傀儡。
”事隔七年，朱熹弟子陈淳亦呈文禁绝傀儡等社戏：“某窃以此邦（指漳州）陋俗，常秋收之际，优
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
”木偶戏作为官方的反面教材屡屡遭到禁绝，其所透露的信息，恰好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喜爱，它兴盛
到以至于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
然而，这样的记述仅仅是昙花一现，在南宋后漫长的几百年间，漳州木偶从正史中彻底消失，直至清
中叶以来，才又开始出现木偶班社的踪影。
“礼失而求诸野”，民间布袋戏艺人更喜欢从“书生托偶讲古”的传说中找到证据与自信。
木偶戏如此，那么木偶造型呢？
在漳州文化史上，在木偶造型这一栏，可以说是一张白卷，既没有对木偶造型的任何描述，更没有对
造型技艺的记载。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对它就无从了解了呢？
我们知道，木偶艺术是中国民间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一。
木偶艺术根植于民间这块沃土，在漳州浓郁的风土人情中，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它虽然不入正史的法眼，但是却顽强地生存在野闻稗史中。
因此，从民间木偶雕刻老艺人的回忆中寻找漳州木偶艺术的踪迹，特别是漳州木偶雕刻的踪迹，不失
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活在尪仔世界里>>

编辑推荐

《活在尪仔的世界里:布袋木偶大师徐竹初口述史》：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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