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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海宁市南
关厢皮影戏演艺中心又火了一把。晚上
6时30分，一阵激昂锣鼓声响起，幕布缓
缓拉开，一只仙鹤展翅飞来，落在探头探
脑的乌龟背上，“哒哒”啄了两下龟壳。
台下1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过道上也
挤满了看客，众人屏气静待乌龟的反应。

这是海宁皮影艺术团今年的第 132
场演出。这个20人的小剧团，成员平均
年龄30多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23岁，
指尖舞动的却是年龄超过800岁的“皮囡
囡”——这是海宁方言中对皮影戏影偶的
嗲称。近年来，海宁皮影艺术团每年演出
300多场，除了走遍长三角、走向全中国，
还登上了伊朗、卡塔尔等国家的舞台。

85 后导演：不能让
海宁皮影戏失传

对于海宁皮影艺术团副团长郎章铭
来说，皮影戏是一个家族的烙印。

海宁皮影戏是江南皮影戏的典型代
表，南宋时期自北方传入，距今已有800
多年历史。2006年，海宁皮影戏入选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
年，海宁皮影戏作为中国皮影戏的重要
组成部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郎章铭的爷爷郎自立，是海宁皮影
戏郎家班的第四代传人，也曾是省皮影
剧团的团员。

“小时候，音乐一起，我就知道这个
剧目讲的是什么故事。”孩提时代，郎章
铭经常跟着爷爷去各地演出。后来，省
皮影剧团解散，爷爷去世，皮影戏渐渐在
郎章铭的生活中远去。

2004年，郎自立的老同事——省皮
影剧团团员沈圣标，凭着一腔热爱，卖掉经
营多年的铝合金厂，召集了7名皮影戏老
艺人，拿出10万元资金注册了皮影剧团。

仅凭热爱，当然不够。剧团成员当时
都已年逾七旬，后继乏人。沈圣标将目光放
在了郎章铭身上，他拜访郎家，希望郎家有
年轻人可以将家里的艺术之光传承下去。

彼时，郎章铭正就读物流管理专业，
临近大学毕业，手头还收到了一份大城

市高薪工作的邀约。
回乡吗？从头开始学皮影戏吗？这

份行当还有前景吗？整整思考了一周，最
终郎章铭还是答应加入剧团，“如果让海宁
皮影戏在我们这一代失传，实在太可惜。”

2009 年，郎章铭回到家乡，从学徒
开始干起，边学边演。作为团里当时唯
一的一名大学生和最年轻的团员，他得
到了全团老艺人的“倾囊相授”。

表演越来越上手，郎章铭开始注意
到剧团发展的难点：几十年不变的剧本，
台词晦涩难懂，导致年轻观众寥寥无几。

剧团先要活下去，剧本必须要创新！
“当时剧团只有5部老剧本，一场戏2个多
小时，观众难有耐心看完全场。”郎章铭研
究了现代人观影习惯后，大胆创新，精简
剧本、增加普通话对白、创作现代剧本，让
古老皮影与现代社会合拍共鸣。

普法皮影戏《小虎遇上民法典》、倡导
廉政的《清官许汝霖》、传承红色基因的

《三个小红军》⋯⋯截至目前，郎章铭和同
事已经创作了30多部皮影戏剧本。他还
尝试将皮影戏与游戏IP、说唱音乐等表演
形式联动，让皮影戏有了一颗青春的心。

郎章铭还将皮影戏带上国际舞台。
2014年，他跟随剧团代表中国皮影戏赴

伊朗参加“国际木偶皮影交流大会”，和
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艺术家进行了优秀
剧目汇演。2016 年 11 月，受浙江省文
化厅邀请，郎章铭跟随剧团参加由中国
文化部、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联合主办
的2016中卡文化年“中国节”活动。

惟妙惟肖的表演和引人入胜的剧
情，赢得了海外观众的热烈反响。演出
刚一结束，观众们便迫不及待地涌向后
台，满脸好奇地一探究竟，更有不少观众
拉着演员们合影留念。

在卡塔尔的那次演出中，一位小男
孩给郎章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刚
刚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到郎章铭身
边，尽管语言不通，但男孩手舞足蹈、满
脸笑容，那份对皮影戏的喜爱与热情溢
于言表。郎章铭见状，便热情地拿起一
个影偶，耐心地教他如何操控。但那一
刻，皮影戏成了他们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90 后画师：和影偶
“交朋友”

一笔绘出灵动的眼眸，一笔勾出华
美的裙裾，随着笔触的游走，一个眉目含
笑的“昭君旦”皮影人偶诞生⋯⋯1994

年出生的朱玲燕是剧团影偶道具制作最
年轻的手艺人之一。

影偶，海宁皮影戏中最核心的道具，通
常用羊皮或牛皮为材料，通过绘图、剪形、
勾线、上色、缝制插签等工序制成，以其独
特的“一手、一眼、五分脸”侧面像而著称。

看似简单的形象，却需要极高的绘
制技巧。“影偶需要绘制精致细腻的眉毛
发丝及少量镂刻，比工笔画更精致。”朱
玲燕说，有时候同一个人物要换几次头
面，为了完成一个人物，常常需要花费一
个多月的时间。

2017 年，朱玲燕刚入团时，剧团拥
有的影偶数量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大部
分还都是老艺人代代相传下来的。不仅
保留下来的影偶少，能绘制出精美影偶
的艺人也是屈指可数。

影偶制作的传承，迫在眉睫。有绘
画功底的朱玲燕，在学习皮影表演外，开
始拜影偶制作老艺人徐迪文为师，学习
绘制影偶。

头几个月，朱玲燕连一张牛皮也没
摸到，一天 8 小时就是重复在白纸上练
习最基本的勾线。“牛皮比较珍贵，一旦
画废了，整张就要报销。所以我们基本
功练扎实了，才能真正上手画。”

但朱玲燕没料到，上手在牛皮上绘
制时，难度又升级了。由于牛皮表面经
过处理，覆有一层油膜，而且每块皮子的
颜色、纹路都不同，远比白纸更难掌控。

学了大半年，朱玲燕成功绘制了第一
个影偶，兴冲冲拿给徐迪文看，得到的评
价却让她有些失落：“你的影偶画得虽美，
但却少了神韵。”徐迪文给她出了一个考
题：临摹之前，先想想这些影偶都属于哪
个朝代，有什么性格，有什么故事⋯⋯

和影偶“交朋友”，了解透彻它的历
史和来历，才能赋予其真正的生命。朱
玲燕逐渐领悟了其中精髓，近4年间陆续
创作了上百个影偶，作品《白蛇传》还获
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
她还尝试将现代卡通形象融入创作，不
断突破传统影偶形象。

00 后演员：让幕后
故事走红网络

只要没轮到演出，刘帆不时掏出手
机，记录皮影演出台前幕后的精彩瞬间。

作为剧团里年纪最小的00后，刘帆
常常调侃自己有点“不务正业”。但其
实，这是他推广皮影戏的方式——为剧

团拍摄短视频。
这个念头，起源于几年前剧团一次

在省外的演出。当时演出完，有观众跑
来找刘帆聊天，很兴奋地说，一直以为北
方皮影戏比较出名，没想到海宁皮影戏
也这么好看。

这让刘帆有了触动，他开始拍摄、剪
辑短视频，宣传海宁皮影戏。

“知道影偶舞动有什么技巧吗？来看
海宁皮影戏经典技艺《舞龙》”⋯⋯刘帆在
网上进行一波波解密、剧透。让他自豪的
是，《龟与鹤》在抖音上收获了近4万的点
赞量和1500多万的阅读量。

拍视频以外，刘帆排练和演出也一
点不含糊。“刘帆这小孩，别看年纪轻轻，
学起来特别快。”省级非遗传承人高娟琴
特别看好这个皮影戏“苗子”。

但俗话说，学会快，学精难。在持续
接触和深入钻研皮影戏的过程中，刘帆也
遭遇到过瓶颈。在演绎《孙悟空大战牛魔
王》的武打戏时，高难度的动作往往需要
师傅亲自出马才能完成。

为了练好这短短二三十秒的武打
戏，刘帆“入了迷”地练习，以至于在吃饭
时，他仍会无意识地拿起筷子，仿佛在与
空气中的对手展开一场无声的较量。刘
帆的努力，师傅张坤荣都默默看在眼
里。一次，在皮影戏快开场时，张坤荣突
然将自己手中的主角孙悟空影偶交到了
他手中，语重心长说：“这次你自己试着
演一下主角。”《孙悟空大战牛魔王》这一
场戏，刘帆和张坤荣演过好几十场，但担
当主演确实头一遭。

尽管心里直打鼓，但刘帆深吸一口
气，迈向舞台。一手操纵孙悟空，一手驾
驭牛魔王，刘帆的手指在光影之间翻飞起
舞，将两位角色的对打戏演绎得十分精
彩，令台下掌声连连。这一刻，刘帆用自
己的实力让观众喜爱上了皮影。

谈及未来，刘
帆 满 怀 期 待 与 憧
憬 ：“ 我 希 望 通 过
短视频和演出，让
海 宁 皮 影 戏 能 走
进 更 多 年 轻 人 的
生活。”

海宁这群年轻人带着皮影戏走上国际舞台——

给800岁“皮囡囡”一颗青春的心
本报记者 沈烨婷 褚晶君 通讯员 杨馨蕾

海宁这群年轻人带着皮影戏走上国际舞台——

给800岁“皮囡囡”一颗青春的心
本报记者 沈烨婷 褚晶君 通讯员 杨馨蕾

朱玲燕绘制影偶。 本报记者 褚晶君 摄

“啪！”灯光打开，站在直播镜头前，
50 岁的王法万和年轻主播一样轻松自
如：手里举起一个木活字刻板，木板表面
雕刻着一艘栩栩如生的龙舟，以及有龙
年美好寓意的诗词⋯⋯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他没有闲着，“推广木活字文创
产品，要在网上与年轻人多交流，要不断
有新的创意。”

瑞安市平阳坑镇东源村，仅有2000
多人，却有一项传承了 800 年的古老技
艺——木活字印刷术，这是我国活字印刷
术的活态代表，堪称印刷术的活化石，入
选了国家级非遗项目。王法万是该项技
艺的第24代传承人。

借着名人扩大木活字的知名度，创
办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打造木
活字研学馆，推出“云家谱”⋯⋯王法万
正尝试着各种办法，让古老的木活字活
起来。

李子柒选中的木活
字师傅

不久前，知名网红李子柒就任东源
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的传播大使。她
将帮助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宣传
推广木活字印刷技艺，向全球网友推介
木活字文创产品设计、制作资源，推动木
活字印刷术的传承和发展。

其实，李子柒更早的时候就与东源
木活字结缘。

2018 年 6 月，一位女生在网上找到
王法万，说想到东源村，跟随他学习木活
字印刷术。女生从四川赶来，在东源村
待了 3 个月，学习排版、刻字、印刷，装
订。她每天早上8时就来到王法万的工
作室，到晚上10时甚至更晚才离开。

“一笔一捺写反字，一刀一划是功
夫⋯⋯”当时，女生还在王法万的祖屋
前拍摄视频，以江南的烟雨、山水、老
屋为背景，用诗意的镜头，把古老的木
活 字 印 刷 技 艺 娓 娓 道 来 。 2018 年 8
月，这段 5 分多钟的木活字视频发布
后，走红国内外各大网络平台。截至
目前，视频在微博和 B 站上分别收获了
24.2 万和 4.2 万的点赞。之后，王法万
才知道，原来跟在自己身边学习的女
生就是网红李子柒。

这次网络传播带来的效果，给王法
万很多启发，他也在琢磨着推广木活字

的新法子。去年，王法万成立东源木活
字印刷文化研究院，向社会广发“英雄
帖”，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广木活字。他还
特别邀请了李子柒作为研究院的首个全
球传播大使。

“有名人效应，推广会更容易些。”王
法万想在已有网络知名度的基础上，招
募更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向全
国大中小学及海外华人华侨宣传木活字
文化。

短短数月，就有 200 多个年轻人报
名。报名者中，除了国内高校的学生外，
还有一些远在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等国家留学的中国年轻人。“各地的传
播使者会通过线上跟随我学习木活字知
识，然后通过网络，向全球介绍木活字。”
王法万说，每次直播，这些传播大使就是
忠实的粉丝。

感受到网红和年轻网友带来的传播
力量，王法万有些兴奋，但又变得非常忙
碌。“个把星期不拿刻刀，手就会生疏，手
一抖动，字就刻不好。”王法万说，不管网
上有多红，木活字印刷术这门手艺需要
坚持，需要有时间投入。

走路时候脑海里都
会蹦出木活字产品创意

2008 年 6 月，木活字印刷技术被列
入国家级非遗项目，2010 年 11 月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刻字、检字、排
版、刷墨⋯⋯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有20道
工序，和元朝农学家王祯《农书》中的记
载如出一辙。

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有两大特色：一
是刻、印用字是老宋体，横细竖粗，字形
方正古雅，在宣纸上印刷显得美观大
气。二是刻印、装订做工很考究。木活
字印刷最难就是刻字，要用毛笔将字反
写在字模上，然后再用刀刻。装订一般
使用双股棉线，第一针向上穿于内页之
中、第一孔旁，再向下由第一孔穿出，巧
妙地将线头藏于内页，再按“坚角四目
式”的线装规律穿行。这种方式不仅更
能牢固书角，不易起角、起皱，也起到美
观谱册装帧的效果。

除了印书之外，最广泛使用木活字

印刷的领域就是印族谱、家谱。根据《太
原郡王氏家谱》记载，王法万的先祖王法
懋在元代初年把木活字印刷技术引入族

（宗）谱编修事业称之为“梓辑”之术，他
的后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迁入瑞安东
源，在当地以谱师为业并传承至今，王法

万就是第24代传人。
“从3岁开始，我就跟随父母坐船到

温州周边的各个乡村修家谱，几十盘刻
好的木活字，高高地堆叠成好几摞，用扁
担挑着。”王法万说，自己的童年就“浸
泡”在木活字里。

每到一个地方，王法万就在一旁看
父亲和他的徒弟们没日没夜地刷墨、印
字、刻字。耳濡目染下，18 岁那年，他自
然而然选择了继承父亲的手艺。

木活字传承到王法万这一代，面临
着很多挑战，传统的木活字家谱编修需
求已经很少，谱师们没有了赖以生存的
事业基础，所以，年轻一代不愿意学习木
活字技艺，技艺面临着失传的风险。王
法万希望找到新的途径，让有着 800 多
年历史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由于经常在全国各地参加各种文化
博览会，对电脑、网络较为熟悉的王法
万，把自己制作木活字的过程、联系电话
等资料发布到了网络上。2012年左右，
王法万还注册了一家淘宝店，到 2015
年，他决定把这家网店“盘活”，销售各种
木活字文创用品。

互联网为木活字推广带来了新的可
能。2017年，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运营
的一位负责人联系到王法万，希望他到
景区里运营木活字研学馆。

“河南是人口大省，学生多，市场大，
试试看。”王法万说，“实地考察后，我们
把木活字的刻板，印刷等工具都带过
去。”2017 年 5 月 1 日，河南商丘夫子山
木活字研学馆开馆，王法万兴奋地像个
孩子，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把木活字带去
省外。现场许多游客用木活字拼成一首
诗，印刷出来，感到很惊喜。

自此，木活字研学馆成为王法万推
广木活字的阵地。目前，他已在河南、宁
夏等地开出了18家研学馆。

还有许多企业也联系王法万，希望
把木活字元素植入展示馆、文化墙中。
2017年，一家知名雪糕品牌请他在杭州
一家专卖店里，设计3面木活字展示墙，
店里的休闲区还放了张大桌子，摆着墨
汁、宣纸等工具，让顾客免费体验木活字
印刷术。王法万参与设计的这家门店，
一度成为杭州的网红打卡点。王法万的
木活字打出了名气，找上门来的人越来
越多。

卷轴式大学录取通知书、婚礼喜

帖⋯⋯王法万说，走路的时候，脑中也
会冒出木活字产品的创意。不断地折
腾，让王法万找到木活字出圈的更多
可能。

带着木活字进校园

最近，王法万正在忙一件事——木
活字推广进校园的“百校行”公益活动。
他自己掏腰包、主动跟中小学联系，在校
园开设木活字印刷术的兴趣课程，把木
活字的全套流程浓缩成为可以随身携带
的小件套，并给每个学校送10套迷你木
活字印刷工具，方便孩子们上手体验。

“这种木活字方便携带，操作性很强，又
很有趣，很受学生欢迎。这10套迷你木
活字印刷工具成了风靡校园的教具，很
抢手呢。”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的老师江
建雅竖起了大拇指。

为了解决推广资金的问题，王法万
还尝试联名推广。2023年，一家化妆品
公司找到王法万，在东源村拍摄木活字
的专题片，植入一点他们公司的形象。
王法万由此想到了跨界联名推广，将木
活字文化和各个产业的产品联名。目
前，他正与瑞安当地合作开发蜜蜜沉酒，
在酒的包装上植入木活字印刷的诗词等
文化元素；还和西藏的一款古茶进行联
名，在茶叶包装上融入木活字印刷的文
字等。

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找到了连接点，
思路越来越多——

王法万还在筹备雕刻最全的木活
字字库，将以《辞海》（1999 年版）为蓝
本，雕刻 19485 个单字。将其做成网络
版字体库，让更多设计师和木活字爱好
者用上木活字印刷字体。同时，他还打
造网络版谱牒平台，让更多的人拥有自
己的“云家谱”，没有家谱的家族也可以
在他们平台自己修家谱。进入“东源木
活字云谱”的微信小程序，选择相应的
姓氏，便可查询。王法万说，温州商人
遍布全球，回家查看宗谱很不方便，随
着网络版宗谱的不断完善，接下来，他
们不管身在何处，随时都可以查看自己
的宗谱。

看着墙上悬挂着的最新拿到的荣
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王法万若
有所思：继续传承和传播木活字印刷术，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被李子柒选中的老师、瑞安网红匠人王法万——

让木活字活起来
本报记者 应忠彭 共享联盟·瑞安 陈京子 林长凯

郎章铭（左一）指导皮影戏排练。 受访者供图郎章铭（左一）指导皮影戏排练。 受访者供图 刘帆练习操作皮影。 受访者供图

王 法 万 制 作
的“百家姓”木活
字文创产品。
共 享 联 盟·瑞 安
孙凛 摄

王法万通过直播推广木活字文创产品。 共享联盟·瑞安 孙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