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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川北大木偶戏”现存剧目丰富，二十世纪以来至今，在顺应时代发展的

探寻过程中形成了“立足于川剧，博采众剧种之长”的独特剧作模式。通过对川北大木偶传统剧目及新

创剧目短小精炼、生动丰富、人偶合一等特点的探寻，揭示这一传统地方戏种走向世界的艺术魅力所在，

提出川北大木偶戏剧本创作目前所面临的遭受冲击、尚待打磨、资源缺乏等问题，在整理目前已有的应

对措施的基础上作出补充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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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my country, “North Sichuan Giant Puppet” 
has a rich existing drama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has formed a unique play model of “Based on Sichuan Opera, 
drawing on the strengths of various opera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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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and newly created puppet plays, which are short and refined, vivid and rich,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eople and puppe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is traditional local 
play going to the worl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that the creation of the North Si-
chuan Gaint Puppet script is currently facing, such as being impacted, yet to be polished, and lack 
of resources, and makes supple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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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木偶一词，始见于《汉书》，汉以前称为傀儡，汉以后傀儡与木偶混称，现在统称为木偶。木偶戏，

是一种由人操纵木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态，被奉为“百戏之祖”。木偶表演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川北

大木偶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杖头木偶，以偶身高大、形神兼备、人偶合一为特点，为川东北地区极具代

表性的木偶戏种，至今已有 300 余年的历史。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作为川北大木偶戏的唯一传承单位，

在完善川北大木偶自身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的同时在大木偶戏剧目领域进行不断探索，创造出众多颇具

影响力的大木偶戏剧作品，逐渐形成了以传统川剧和新编奇幻神话剧为主要构成的剧目体系，在彰显了

自身独特魅力的同时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这一模式在探索中的逐渐成熟也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空间。 

2. 川北大木偶剧目种类 

2.1. 传统剧目 

川北大木偶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当下主要指在发展进程中被公认的经典传统剧目和经过加工整理

的常演剧目，大多由民间无本小戏和川剧折子戏发展而来。 
川北大木偶萌生于山野乡间，本就具有浓厚泥土气息，自其出现再到活跃的清末民初时期，表演内

容大都以民间世俗小戏为主，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展现民俗风貌的秧苗戏、反映伦理道德的家常戏、宣

传教义礼法的目连戏等。这些剧目往往依靠艺人们口口相传，鲜能见诸文本，内容上也存在着很大不确

定性，且因演员大多文化程度较低，难以将木偶戏具体演出的唱词念白进行书面化整理，因此，这一时

期广为流传的川北大木偶戏基本都属于仅存口头的无本之戏。 
20 世纪 20 年代后，受到地方戏发展的牵引，川北大木偶戏演出开始以川剧剧目为主。这一阶段虽

然仍缺乏文本化的具体记录，但从尚可考的文字资料中可知，其根植于川剧艺术土壤的基础确为事实，

如极具代表性的剧目《三子贵》《红梅亭》《斩黄袍》《伐松望友》《四下河南》等都是以传统川剧为

源，经过不断的重编、整理和加工衍生而来的同名木偶折子戏([1], p. 354)，这些剧目不仅贴近生活、内

容丰富，也被当地人们所熟知，在剧作家的精心改编下和大木偶独特的表演形式相融合，在当时广受群

众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原有大木偶戏班“福祥班”被收归仪陇县县政府，家传戏班改为仪陇木偶剧团，

从此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道路，同时传统剧目依然留存，剧创者从先辈艺人的回忆和口述中，结合采风和

实际表演整理出部分戏本，作为剧团的常演戏剧，不仅拓展了剧目容量也提升了剧创质量，奠定了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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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偶戏剧目根基，其中部分至今仍作为保留剧目深受木偶戏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2.2. 新创剧目 

20 世纪 60 年代，解放的春风和时代的召唤也为川北大木偶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剧

团创作了大量新编现代戏，多以庆祝新中国成立、歌颂解放事业、支持土地改革等新人新事为题材，这

意味着在向来只有古装戏的大木偶戏舞台上开拓了一个新方向。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剧目为第一部新

编现代戏《水牢记》。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界百花齐放，川北大木偶戏在谋存求变的过程中针对市场

变化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同时广泛开展学习和交流，创造出一批以神话剧和童话剧为主的新戏目，如大

型神话木偶戏《红宝石》《三打白骨精》、《白蛇传》《玉莲花》《巫山神女》等，并且开始走出国门

参加巡演，在国际上也获得了高度认可，自 1987 年起，剧团外出访问二十多个国家，在巡演交流的同时

不断汲取各国木偶戏优秀文化，海外演出的宝贵经历也使川北大木偶戏创作视野豁然开阔。 
迈入 21 世纪，川北大木偶剧目的创作内容则更加多元。自川北大木偶于 2006 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其在内容上握持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各家木偶戏所长，又融入时代代表性元

素，将新兴声光电技术与表演技法相结合，剧院自主撰写并排练了奇幻类大型木偶剧《彩蝶的神话》《丝

路驼铃》《龙门传说》《天下有偶》等，均为国际木偶艺术周参赛或开幕之戏，反响热烈，也成为了如

今川北大木偶戏新创剧目中的代表之作。此外，剧院在剧目创作过程中不囿于正剧框架，还创排了《圣

象峨眉》《泰山韵》等带有开拓演出市场意味的大型情景旅游文化晚会，在景区开设专场演出，进一步

扩大了川北大木偶戏的知名度及其辐射范围。无论是大型木偶剧还是内容精炼的小剧，近年来都越来越

频繁地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其带有奇幻色彩的剧情设置再结合精美造型和灵巧机关设置使观众叹服，体

现了川北大木偶多年剧目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3. 剧作模式及形成原因 

川北大木偶整体艺术体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剧创体系、表演体系和制作体系，并行发展、缺

一不可，剧目创作既是剧创体系中主要涵括的内容，同时也作为与制作体系和表演体系都息息相关的重

要部分产生着影响，自始至终交织在川北大木偶整体的艺术生命中。 
“福祥班”时期剧团内并无编剧，上演的大都是“无本之戏”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揪皮戏”。

新中国成立后，剧团艺术工作者们意识到，要想使川北大木偶延续发展，就应当为之注入新活力，因此，

编创剧本需求逐渐显现，以李发海、李鹤鸣、肖善生为代表的剧作人员在剧目编创上不断探索创新，渐

成规模的剧创体系应运而生。20 世纪 80 年代，剧院进入剧目创作高峰期，许多名扬海外的经典之作就

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为川北大木偶初步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风格铺起实践之路。历经四十余年发展，

川北大木偶戏改变了以前“演员、造型师、编剧同一人”的混杂分工情况，如今已形成较为成熟、稳定、

专业的剧作模式和明确的以新创奇幻神话剧为主的未来创作方向。 
川北大木偶剧目创作大体上呈现为“立足于川剧，博采众剧种之长”这一模式，这与其源流是分不

开的。目前关于川北大木偶起源有多种说法，从艺者普遍公认的是它经清初“湖广填四川”流传至仪陇

生根发芽，再由大户人家家养戏班转变为民间家传班子。结合偶头内刻制造年份“咸丰五年”的可考史

料记载，就结果而言，与川北大木偶相关的记载只能追溯到清朝咸丰年间，再往前便无从考据([2], p. 22)。
而自此时起，川北大木偶在川北山区这块土壤上肆意生长，在三百多年来漫长的发展过程和走向兴盛的

过程中，都受到了四川本地文化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川北民歌、民风民情还是耕作祭祀生活，皆为川北

大木偶戏的丰富题材来源。因此，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时，川北大木偶深受地方戏影响转而以川剧表演为

主，是自然顺承历史发展的选择。与黄梅戏、越剧等从民间小调发展而来的独立剧种不同，川北大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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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是依附于川剧成长起来的。 
川剧发展至今已有较为悠久的历史，特色为演奏大锣大鼓，唱腔千转百回，且内容丰富曲牌众多，

作为四川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扎根于广大群众，随着历史推移其艺术形式不断发展，甚至产生了“川西

坝”“资阳河”“下川东”“川北河”这“四大河道”并驾齐驱的局面。但在川剧向更高艺术层面发展

的同时，难免面临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和观众需求也产生了一定的偏移。附着于“川北河”流派川剧

发展的木偶戏的剧目、音乐、唱腔也深受其影响，同样面临着满足不了观众需求的困境。剧院决定打破

单一川剧剧目的现状，开始学习、移植其它剧种的表演技艺和优秀剧目，是时代发展中求取生存的必然

之举。因川北大木偶表演本身不受剧种限制，为其博采众剧种之长提供了可行性。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剧团广泛与全国各地的木偶戏进行交流学习，还跳出原有思维尝试和其它剧种碰撞出新的火花，移

植了大量优秀剧目，如大木偶剧作家李发海根据同名话剧移植了《彩虹》，根据同名京剧移植了《打虎

上山》《打进匪窟》和《渡口》，后剧作家马新良、胡玉林根据同名歌剧改编了《美人鱼》等等。而剧

院受广东木偶剧团演出节目影响获得木偶甩袖的舞蹈灵感创作出的《长绸舞》([3], p. 35)，不仅是剧创方

面的新突破，也是表演体系中木偶表演技艺的一次进步。 
新时期以来的各项剧创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后，川北大木偶戏终于在尝试和探索中逐渐找到了适

合自身剧创的新内容发展方向：奇幻系神话剧本。除了内容使各年龄段的观众都感到亲切喜爱以外，还

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木偶并非活物，只有在演员的操纵下才能够做出动作进行表演，而木偶的精妙之

处，便在于其“非人而拟人”的部分。许多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都带有非现实色彩，由真人出演的“人

大戏”有时反而难以在舞台上诠释神力鬼怪，但木偶脱离了人类肉身的限制，往往能够通过夸张和象征

的手法来合理展现非现实剧情。同时，川北大木偶戏在表演过程中偏重于视觉艺术，造型高大灵动，强

调人物塑造，在表演神话剧时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也是其区别于其它木偶的独特魅力所在，由

此可见，剧目创作与大木偶制作的客观现实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此外，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推动了川北大木偶戏独特剧作模式的形成。不同的历史时期上演的剧目偏

重也不尽相同，早期大木偶戏的表演场所多在田间院坝、茶馆酒肆，无论是表演内容还是歌舞形式都深

受农耕文化和祭祀礼仪的影响；解放初期的剧目创作处于社会主义新面貌环境中，从古代戏转轨至现代

戏，大多围绕歌颂新人新事展开；改革开放后积极的文艺政策促进了文化生活的丰富，人们的审美水平

和文化需求发生变化，要想引导川北大木偶走上更高的台阶，就必须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剧团于 1986
年编排的大型木偶神话戏《玉莲花》，重拾中国民间传说，传统与创新相交织，将百年来大木偶艺术的

精髓融为一体，并结合变幻复杂的灯光布景与现代技术处理，一经推出便好评如潮，访外演出大获成功，

不仅为剧院生存立稳了脚跟，是大木偶艺术创作上的一次飞跃，也以实际证明了川北大木偶戏剧作除了

承袭川剧的道路以外，进行奇幻神话剧创作的可能性。而此后新世纪的“新三部”《彩蝶的神话》《龙门

传说》《丝路驼铃》的成功，更是体现了大木偶艺术所迸发的新生命力，从而印证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4. 川北大木偶戏剧目特点 

川北大木偶戏经历几起几落，留存至今实属不易，作为唯一传承单位的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在经

历发展波折后也意识到，一个剧种，想要始终保持充盈活力，长久地立足于文艺百花园并持续不断地输

出影响力，自身就应当有难以替代的独到之处，形成专有特色。近年来，川北大木偶能够在国内外舞台

上大放异彩，原因除了立足于剧目建设以外，和川北大木偶戏剧目找准了自身特点与定位是分不开的。 
1) 剧本精炼，情节生动 
木偶戏表演宜动不宜静，虽然川北大木偶能够灵活地吃烟吐火、宽衣解带、眨眼动嘴等技能令人惊

叹，但木偶终究非人，木偶戏也并不以模仿真实人类作为最高目标，而是要努力呈现自带有的独特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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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川北大木偶戏在剧本撰写上格外侧重表演的动感，以较强的动作性来弥补面部表情变化的不足。

剧本多以自由时空和单线剧情的组合为主，情节生动紧凑，结构严谨，往往采用虚实结合、寓教于乐的手

法，避免采用复杂化的大型长篇剧本，也尽可能避免内容过于简单，从而使剧本沦于空泛仅剩技艺堆砌。 
2) 注重人物塑造，要求人偶合一 
川北大木偶戏中，木偶作为主角，人物形象塑造极为重要，这也给剧本创作和表演带来了更高的难

度。其最为突出的表演特点就是“上下同步”[4]，即木偶与演员同台演出，位于上方的木偶呈现出何样

的姿态，位于下方的演员也和木偶保持一致，这就格外要求演员全身心投入角色，力求在表演中“融为

一体”。由于川北大木偶体型高大近似真人，高可达到一米八，重可达到二三十斤，这对演员的体能、

手势和步法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在剧本撰写的过程中要考虑到表演的实际情况，把握好剧本情感

要求和木偶真实表现力之间的平衡，使演员能够先从剧本体会人物塑造，准确把握剧作人物的性格与情

态后，再使用不同的轮签技法和表演方式，为木偶动作注入丰富的感情色彩，最终才能做到在舞台上人

偶合一，优美细腻，难辨真假，让大木偶在演员手中“活”过来。 
3) 与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紧密相连 
川北大木偶作为如今世界稀有的杖头木偶剧种，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与自身剧目创作的优

秀理念是分不开的。在走出国门与海外优秀木偶戏文化进行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既要寻求共鸣，对不同

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审美偏好条件下的观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又要持续自身艺术风格，体

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才能够保持独特性和竞争力。这决定了川北大木偶戏剧目创作在拥

有全球化视野的同时，也注重始终坚守鲜明的民族艺术个性和地方特色。 
川北大木偶剧目储量丰富，其中大多都结合了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俗风土人情，不仅蕴含于传统川剧

和移植剧目中，新创剧目中也得以体现。如《巫山神女》的主体情节来源于瑶姬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

《彩蝶的神话》中“二次化蝶”的灵感则来源于我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梁祝》，梁山伯与祝英

台的爱情故事是我国优秀民间传说，既能够引起海外观众对美好爱情的感叹与向往并产生共情，也蕴含

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意象。这种联系除了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了表演形式上，《书艺》就是我国书法

传统艺术与大木偶戏表演的一次完美结合，演员通过控制脚筒和签子来操纵木偶，使木偶挥笔在卷轴上

写下飘逸的书法并展示给观众，颇具匠心。剧院剧创人员也曾提到，从地域方面来看，南充市位于土地

肥沃的嘉陵江平原，是已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城，人杰地灵，英雄人才辈出，陈寿、张飞、司马相如、

纪信等历史名人为大木偶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和故事素材，且南充市具有五千多年蚕业历史，是

中国西部唯一的丝绸之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重镇，2017 年问世的传奇木偶剧《丝路驼铃》，就是在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结合南充地方特色所创作出的优秀剧本，也是国内至今唯一一部以“一

带一路”为题材的木偶剧。除此之外，还有以南充市龙门镇为背景创作的神话剧《龙门传说》等诸多具

有川北嘉陵江流域民俗民风特色的剧目，均体现了与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交融。这一特点的形成既源

于剧创人员主观意识层面的合理选择，也得益于大木偶生长土壤所提供的与生俱来的客观条件。 

5. 剧本创作问题及应对措施 

川北大木偶戏多年来饱经风雨，剧团多次面临重组或撤销的困境，作为剧团灵魂的大木偶也曾遭受

到焚毁。所幸始终有人对大木偶艺术保持珍惜与热爱，坚持着对这一朵艺苑奇葩的执著保护。发展至今，

川北大木偶已经逐渐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波折期、改革开放后的留守发展期再

迈步到了如今的稳定发展期，剧本创作在新阶段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1) 重美感弱情节。 
川北大木偶的“大”这个尺度，为表演的“真”提供了绝佳的发挥空间。它并不囿于方寸之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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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人大戏”一样在同等大小的舞台中上演。所以，为了让大木偶表演更加具有真实感和感染力，无

论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还是舞美艺术，都格外注重追求视觉上的美感与冲击，具有极为严格的要求。

包括剧院的制作体系包含了木偶的雕刻和制造，头部雕刻的技艺则是每一个制作人必须掌握并传承的基

础技术，否则将不被称为是一个合格的木偶造型师。 
川北大木偶在外在设计艺术上的追求，是符合大木偶自身特点的。但同时，部分大木偶戏往往在故

事情节上经不起更深层次的推敲，剧情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突兀之处。如《彩蝶的神话》中，表演采用

了大量歌舞，木偶造型非常优美，舞美上也作出了很大突破，但剧本本身部分内容合理性还值得商榷，

《丝路驼铃》的剧情也存在着不够紧凑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剧院也意识到了剧本所存在的问题，

近年开始对部分已经上演甚至已经获得成功的剧本重新进行打磨，每一个剧目都并非问世、上演后便被

束之高阁，而是都经历了千锤百炼，《丝路驼铃》已经修改了数版，但仍然未能达到剧院编创人员的理

想水平，所以至今仍在继续修改中。随着川北大木偶戏发展逐渐从稳定期迈入新的突破期，剧目创作也

势必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2) 受到时代发展冲击 
川北大木偶戏的发展经历了阵痛，剧团深知创新才能带来生命力，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方向，创作出

精品力作才能推动传承发展和兴旺繁荣。但随着进入信息时代，在面临日新月异的科技和大量的信息来

源时，剧目创作者则面临着选择与取舍的问题。川北大木偶戏在舞美上充分使用了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来

营造更好的舞台效果，剧本内容上也做过很多具有实验性的尝试，但并不是所有的新事物都适合与木偶

戏交融，哪怕是已经取得优秀成果的文化。如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办公室副主任李洪波先生提到，川

北大木偶曾经也考虑过将自身灵活多变的特色与好莱坞的变形金刚、特摄片奥特曼等技术元素结合在一

起来创作剧本和舞台，或许大木偶将变得更加灵动、神奇，内容也更加丰富，但蕴含于川北大木偶实体

中的传统韵味是否会大打折扣？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原滋原味又何处可循呢？针对该问题，剧院选择了以

“顾全剧本，凸显人物”的方式来进行剧本创作，大木偶戏在舞台上的呈现内容和表演手段，都是根据

剧情需要和人物塑造来确定，并不刻意去设置其与现代技术的交汇。如《丝路驼铃》中包含展示西域风

光的剧情，因此要求在舞台表演时加入肚皮舞等具有异域特色的舞蹈形式，自然而然加入了此前未曾出

现过的新兴元素，并非刻意为之，剧本创作始终是以剧情和人物为中心的。 
此外，随着时代发展，观众的审美偏好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川北大木偶戏受川剧影响颇深，从大木

偶编剧的角度来看，在剧本写作过程中应当熟悉各类川剧曲牌。而为了服务剧情和人物刻画，不但要慎

重考虑传统曲牌应该用在何处，还要思考传统上的格律平仄，同时，也要考虑到如何唱出来。川剧独特

的语言体系和发音方式虽有特色，但也给大木偶“走出去”带来了一定的阻碍，观众对于川北大木偶戏

传统剧目中的戏曲唱腔的接受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剧院采取了加入大量歌剧、舞剧形式的方法，并将

剧本上的唱词“歌词化”并制作成流行歌曲作为背景乐，解决了观众难以听懂的问题。保留下来的戏曲

唱腔部分，也尽量使用小敲小打的川剧演奏形式，听起来清脆轻松，使当代青年人与儿童更能够接受。

剧院从未忘记过川剧折子戏的编创与排练，要在了解当下的流行文化元素、思考如何迎合时代发展的同

时，保证传统的传承和延续，兼任剧院编剧的李洪波先生也感慨道，“我感受到，大木偶编剧的创作是

‘带着镣铐跳舞’的”。 
3) 受众与资金人才的限制 
2006 年 6 月 10 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川北大木偶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这

一“中国民间艺术的冠冕”重新跃进人们的视野，近年来剧院也时常受邀至多地进行演出，累积了口碑

与声望，总体发展方向和趋势良好。如今，川北大木偶戏虽剧目颇丰且题材广泛，偶化的特殊造型艺术

和活泼动感的舞台风格，广受少年儿童观众的喜爱，其占比达到了总观众的一半及以上。因此，剧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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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儿童剧数量也较多，中青年人、老年人对大木偶的兴趣相对较小，加之剧目选择上的限制，导致大

木偶受众面较为狭窄。对此，剧院目前的方案是：保持并充分发挥大木偶艺术特色，着重推出亲子剧，

继续打造适合各年龄受众的神话剧，复排经典剧目。在年轻人越来越重视文化自信，越来越意识到非遗文

化传承重要性的今天，如何创作出更多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川北大木偶戏，还有值得深思之处和拓展空间。 
资金缺乏为剧目创作带来阻力。因为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目前在南充市内并无固定的演出场所，

常年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剧院收入仅仅来源于市委市政府所发放的工资，在各地进行的演

出也多为公益性质，扩大影响的推广演出和新剧目的编排都已被提上议程，剧院工作人员也充满热情，

但一场演出下来所需的车务费、劳务费和道具损耗费用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此外剧院还于 2020
年尝试创作了以古时南充阆中市发明浑天仪的天文学家落下闳为主要角色的木偶戏剧本，但因制作精细

场面宏大，耗资巨大，所以只能暂时搁置。日前，因疫情而延误至 2022 年的第三届南充国际木偶艺术周

顺利开办，剧院以更高的标准来创作出了新木偶戏剧本《天下有偶》，并在南充市博物馆新馆建设固定

剧场，考虑开始在固定时间面向观众开放演出，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收入，投入到川北

大木偶的双体系发展中去，为艺术创作提供更有力的资金保障。政府也可以调整资金落脚点，在做好宣

传工作的同时确保大木偶艺术从业者的收入水平、提供演出补助，为其提供更稳定和优渥的创作条件。 
编创人才紧缺。剧院原本已有较为成熟的剧本编创队伍，目前的剧创工作也是以剧院原有骨干力量

为主力，但川北大木偶戏剧本创作要求高，影响元素复杂多样，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更多有川剧和舞台美

术功底的专业人才，来肩负起承上启下的创作任务。剧院意识到了尽早培养后续人才的重要性，先后与

四川省职业技术学院、南充市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合作，专为大木偶设立了传习班，现有学员 54 人。目前，

学院已经完成三年制中专培训，马上进入六年制大专(分为表演班和制作班)进行继续培养，该批学员部分

已满十八岁，即将成为剧院的新鲜血液，逐步丰富了剧院的表演及编创人才储备。 

6. 结语 

一出优秀的木偶剧目创作，必然凝聚着传承的责任与坚守，突围的使命与探索，汇集了剧团所有成

员的心血，体现着创作技术与潜在情感的融合。川北大木偶历经坎坷与求索，走上了较为成熟通畅的发

展道路，但这条道路目前还远称不上顺利。所有的审美都会随着时空变换而产生疲劳、异变甚至是重置，

这是所有艺术生产所面临的瓶颈，而如若无法找到打破瓶颈的方法，就有可能导致艺术形式的消亡。无

论是剧目创作还是其他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北大木偶戏将如何在未来的戏剧世界中突围，完成蜕变

与发展，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再放异彩，还需要更多的论证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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