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3, 8(3), 1764-1771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3213   

文章引用: 周依婧, 阮超.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性传承——以廿八都木偶戏为例[J]. 设计, 2023, 8(3): 1764-1771.  
DOI: 10.12677/design.2023.83213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性传承——以廿八都木偶

戏为例 

周依婧，阮  超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8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8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5日 

 
 

 
摘  要 

在非遗传承越来越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廿八都木偶戏这项非遗为例，对非遗在地性传承路径的研究有

利于明晰非遗自身存在的优劣势、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传承地域文化。本研究以廿八都木偶戏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对非遗传承人的访谈，对廿八都木偶戏现状问题进行分析与总结，得出目前廿八都木

偶戏所运行的一套在地性传承路径。廿八都木偶戏的在地性传承还较为保守，依据其特色提出了一些更

能融入现代社会的传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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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twenty eighth puppet show as an example, studying the local inheritance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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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self, clarify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inheriting re-
gional culture. This study takes the twenty eighth puppet show as an example, analyzes and sum-
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wenty eighth puppet show through on-site research and inter-
views with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cludes with a set of local inheritance 
paths currently operated by twenty eighth puppet show. The local inheritance of the twenty eighth 
puppet show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and based on its characteristics, some inheritance me-
thods that can better integrate into modern society have been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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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文明和经济水平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水平也逐步提高，我国的非遗传承正在向着更

有创造性、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并且逐步融入当代人们的生活，在地性特色非遗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

及文化下出现和发展的，因此具备鲜明的地域特征。廿八都木偶戏的传统剧目大多都是由老艺人口口相传

留下来的，留存的剧本部分是手抄本，部分内容难以辨认，传统剧目、唱腔、表演亟待整理，其能否注入

新鲜活力，应该如何良性发展迫在眉睫。本文主要从非遗传承人的视角出发，以廿八都木偶戏为例，在通

过对廿八都的实地调研、当地人民群众的调查问卷结果汇总及访谈、非遗传承人的人物访谈，即通过对廿

八都木偶戏的地域分布维度、文化领域维度相关的方面进行策略分析，了解目前廿八都木偶戏传承的模式

以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出目前最为适合以及需要突破的方面，以便廿八都木偶戏可以更好突出自身特色，

让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的人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其内涵，同时进一步发掘其自身创造性传承的潜力。 

2. 廿八都木偶戏 

(一) 概述 
中国木偶戏古称“傀儡戏”，是一种由艺人早总木偶表演故事的戏剧形式，历史非常悠久[1]。廿八

都木偶戏属于提线木偶一类，明清时期廿八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造就了木偶戏的兴起与盛行。木

偶在远古时代是一种表演的道具，主要用在丧葬、祈福等祭祀活动中。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陪

葬木偶代替人牲的现象[2]。其于明代自江西传入廿八都后，至 21 世纪初约有 500 年历史。廿八都的木偶

造型十分精巧，五官可以变换表情，原材料为材质较为坚韧的木料，经过加工、变形、彩绘、装饰等步

骤，让木偶更加栩栩如生。廿八都木偶戏现存的戏本、道具、人偶较为齐全，对于研究我国民俗、戏俗、

表演、唱腔、戏剧艺术的发展于保护都有较大的意义。 
(二) 在地性探究 
1、实地走访 
笔者多次去到廿八都当地走访调查，收集资料，了解其发展情况，图 1 是笔者走访当地拍摄的廿八

都当地人文环境。并且对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都进行了相关调研记录。廿八都位于浙西、闽北、赣东

三省临界处，自唐乾符五年之后，廿八都逐渐成为京城通往福建的重要陆上通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陆上

运输枢纽，堪称边界商贸重镇[3]。在其建筑、语言中也都体现出廿八都与各地接壤，优越、流通性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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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特色。同时也对当地人群进行了一定量的问卷调查记录。希望可以从中搜集、归纳、总结出一套廿

八都非遗木偶戏的传承模式，或廿八都当地传统非遗文明的复兴路径。在廿八都当地的三十份问卷调研

中，近 70%的人都熟知廿八都木偶戏，年龄分布较为平均，学生占比约为 30%，退休人群约占 50%，其

余部分为中年群体。在江山市区(距离较远)的三十份问卷调研中，仅有不到 20%的人熟知廿八都木偶戏，

其中 70%以上都是已经退休，岁数比较大的老人。廿八都木偶戏在年轻一代群体中的传播范围不广、熟

悉程度不深等等都可以看出，对于廿八都木偶戏的传承保护迫在眉睫。 
 

 
Figure 1. The local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28 Du town 
图 1. 廿八都当地人文环境 

 

 
Figure 2. 28 Du town puppet style 
图 2. 廿八都木偶造型 

 
在廿八都当地调研时，笔者去拜访了非遗传承人金宗怀老师，近距离地观察到了廿八都木偶，触摸

到了其质地，多了一些更为真实的感受，如图 2。廿八都木偶属于明清时期造型，采用香樟木雕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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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约 85 厘米，造型栩栩如生，各不相同。从木偶就可以看出制作艺人的雕刻刀法娴熟，雕工造型精美

[4]。偶头造型的生动性与准确性程度，直接关系到木偶戏演出时能否吸引观众眼球，其艺术性与审美价

值也值得深入挖掘学习。廿八都木偶偶头的脸部骨骼造型和肌肉组织都可以进行灵活的变化，以便与塑

造人物性格，轮廓清晰、造型生动、形神兼备。 
2、非遗传承人访谈 
金宗怀，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廿八都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廿八都木偶戏于清初顺治年

间由江西宜黄人定居廿八都后传入，分宜黄、广信两派，已经有了三百余年的历史，约十几代人，而金宗怀

属广信一派。金宗怀从小跟随父亲金春根学习打鼓。1986 年，向舅公王加怀学做木偶戏、向堂叔金庆廷学

司鼓等。1988 年拜福建省浦城县赣剧团退休艺人周连兴为师。金宗怀保持着对木偶戏剧的热爱，通过不断

的演出实践，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20 世纪 80 年代，廿八都木偶戏在闽浙赣山村仍红极一时，金宗怀

的木偶剧团还常出现“抢”戏箱演出的情景[5]。1992 年他与汤文源、刘文汗等人合办木偶剧团，穿梭在浙、

闽、赣三省边境。然而随着影视、网络以及外来文化等新兴艺术的兴起，廿八都木偶戏表演被挤出市场，这

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失去数百年来滋养它的土壤，金宗怀木偶剧团彻底停演，图 3 为廿八都木偶戏手稿。目前，

金宗怀重新组建了一个木偶剧团，除了一些固定的演出之外，还会参加政府举办的各项演出，并且在廿八都

当地的坐唱班当老师，教授学院操纵木偶、唱腔等，为廿八都木偶戏注入新的力量。 
 

 
Figure 3. 28 Du town puppet show manuscript 
图 3. 廿八都木偶戏手稿 

3. 面临困境与路径选择 

(一) 当代困境 
1、演出艺人逐渐减少 
21 世纪后，廿八都木偶剧团的演出骤减，演出艺人们每年仅有三四千元的收入，处境变的困难，所得

的工资无法承担家庭支出，收入不断减少、人气不断下滑、演出成员的不断离世等等都造成了廿八都木偶戏

的衰败。现今，在廿八都除金宗怀外，已无他人表演木偶戏，廿八都木偶戏正面临着急剧衰微的严峻处境。 
2、资金困难 
目前，廿八都木偶演出所需的道具大部分都已经陈旧，甚至有很多已经无法使用，需要专业的修理。

另外，现有廿八都木偶属明清时期造型，因此受到木偶头像与服装样式的限制，只能进行传统戏剧的演

出。金宗怀老师若想上演自己后编的现代木偶戏，就需要制作、购买一些新的现代木偶来进行表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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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表演廿八都木偶戏改良的儿童剧、童话剧等，还得重制一些面向儿童审美的木偶，对于金宗怀老师

来说，目前的收入难以支付这部分的资金缺口，也是一大难题。 
3、关注度流失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社会转型，文化多元化，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人们的思想、社会价值观念、

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群众娱乐方式增多，人民关注度的流失使得木偶戏逐渐变的无人问津，走

向落寞，提线木偶表演渐渐淡出了市场，往日的热闹与繁华景象一去不返[6]。 
4、民俗生存语境丧失 
廿八都木偶戏作为廿八都在地性文化之一，必然与地区自身的文化共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随

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现代的科技以及新兴的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风格、

思维模式，传统习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在改变甚至变得落寞，无人问津，民俗生存语境丧失，使得

廿八都木偶戏这一文化不再有适宜生长的土壤，仅靠自身已难发展。 
(二) 路径选择 
1、融入年轻力量 
廿八都当地人文风情以及廿八都木偶戏，发掘廿八都 2022 年底衢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了衢州市

首届文旅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在获奖作品中有许多与廿八都木偶戏相关的设计，这让更多其他地区的年

轻人知道了廿八都木偶戏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设计师们进行设计的过程也是对木偶戏进行解读、拆解、

重构的过程，这也能让廿八都木偶戏在创作中迸发出新的火花。 
2、木偶戏进校园 
廿八都木偶戏以师徒相授形式传承到今天，经历了约 18 代。木偶戏进校园的教学有助于增加年轻一

辈对于木偶戏这一文化的行为体验，也是一种变相的师徒传承，廿八都镇政府近几年在廿八都镇中心小

学和当地村里都设立了廿八都木偶戏传承基地，让廿八都木偶戏重新回到当地村民的生活当中，并且在

小学生课堂里也引进了木偶戏，如图 4，非遗传承人金宗怀老师在学校安排课程，教授孩子们操控木偶、

戏谱唱腔等等，让廿八都木偶戏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传承下来。 
 

 
Figure 4. Jin Zonghuai (third from right) teaches a puppet show to students 
图 4. 金宗怀(右三)向学生传授木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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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地域、跨领域合作学习 
不同的艺术之间也是可以有相互学习、融合之处的，非遗传承人金宗怀老师和政府相关部门都为此

进行了许多努力。除了在当地设立木偶剧院进行定期表演，增加廿八都木偶戏宣传外，还聘请了其他地

区的木偶戏专家一起切磋学习，例如在 2014 年 5 月，曾外请国家一级演员许虹女士到江山讲座授课，通

过一系列讲座班、培训班授课，吸引中小学生、婺剧专业演员、木偶戏爱好者等对木偶戏有兴趣、有天

赋的人一起参与到廿八都木偶戏的学习之中。如图 5，金宗怀本人也经常去武夷山、泰顺等地区进行学

习，与各位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制作家、戏剧表演艺人一起切磋、学习，增进技艺。跨地域、跨领域的

合作学习可以让大家的力量注入廿八都木偶戏中，众人抱薪，能让廿八都木偶戏传承之火更加旺盛。金

宗怀老师也表示，以后若要带一个徒弟，不希望他只学一个人的东西。只要优秀的东西都要去学，那才

能丰富自己，让自己的艺术更加饱满。 
 

 
Figure 5. Jin Zonghuai (second from left) and the national puppet producer exchange learning 
group photo 
图 5. 金宗怀(左二)与国家级木偶制作人交流学习合影 

 

非遗的背后，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价值引领，廿八都木偶戏非遗是一种当地区域的集体记忆体现，

其中包含了“仪式记忆”“媒体记忆”“口述记忆”等。不论是举办设计类比赛还是木偶戏进校园，亦

或者是举行研习会，其实都是对于廿八都木偶戏这种集体记忆“参与、体验、理解”的过程。非遗进校

园的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更深入认识非遗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这一教学更好地体会、感受廿八都木偶

戏地文化底蕴，从而进行对其文化的传承。而这一点也正激发了非遗传承的活力，是非遗传承的重要一

环，能够增强人们对廿八都木偶戏的戏剧内容、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诠释，进而增加对其的文化认同并感

受文化自信。 

4. 小结 

(一) 廿八都木偶戏内在文化具有稳定性、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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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都位于浙西、闽北、赣东三省临界处。唐乾符五年开始，廿八都逐渐成为京城通往福建的重要

陆上通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陆上运输枢纽，堪称边界商贸重镇。廿八都先民祖籍溯源八方，有十三种方

言和一百四十一家姓氏文化。廿八都木偶戏正是在这种原始、完整、多元化的民俗文化形态下进行传承

与流变。因此廿八都当地形成稳定的文化氛围，使他的唱腔、造型、服饰、配乐等，经过传承而一直保

持着固有的面貌。 
(二) 如何创新性传承廿八都木偶戏 
1、价值创新 
目前，廿八都木偶戏的主体价值依旧停留在单一的美学价值上，但其实随着时代发展，越多越多的

消费者愿意为有趣、高颜值的文创买单，不仅能够宣传自身文化底蕴，也能有经济收益，可以将其与江

山市较为发达的竹木加工业结合，制作一些木偶玩具、木偶道具等，对其进行设计、生产、营销、售卖，

开发木偶玩具的市场。同时，可以借助廿八都的旅游优势，向游客表演木偶戏，发展木偶玩具业，而且

也可以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突破单一美学价值，实现廿八都木偶戏传承。 
2、路径创新 
目前，金宗怀老师也尝试在抖音等平台创建账号，发布一些视频、分享关于廿八都木偶戏台前幕后

的故事、也尝试通过直播的形式去进行木偶戏表演的传播，这都可以让喜欢木偶戏的人更加方便地进行

观看，也可以通过平台引流，吸引到新一批人的关注，如图 6。这是廿八都木偶戏路径上的新创新，通

过网络平台和自媒体运营，将木偶戏文化留存住、弘扬出。也有很多对廿八都木偶戏感兴趣的年轻学

者，会为其制作相关宣传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进行宣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接触、了解廿八都木

偶戏。 
 

 
Figure 6. Jin Zonghuai (first from right) live-streamed the 28 Du town puppet show 
图 6. 金宗怀(右一)进行廿八都木偶戏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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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金宗怀老师说的“戏有戏的味道，电影有电影的味道”，廿八都木偶戏的舞台比较小，演出空

间较为局限，因此他们“千军万马是两三人，万里征途是三五步”，这一切都依赖于艺人们的高超技艺。

而现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廿八都木偶戏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方向，在数字的空间里，地理位置不

再受到局限，画面也能够更加生动富有冲击力。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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