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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叶牧天从成都木偶

皮影剧团退休，但他依然坚持创

作大皮影，表演大皮影戏。“退休

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潜心研究自

己喜欢的皮影艺术。”叶牧天说，

每天他都会花费六七个小时在大

皮影上。

而叶牧天退休后创作的大皮

影更具有时代意义，“比如这个舞

者，我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观，把它

的鼻梁镂刻得更立体一些。”叶牧

天再次拿起一件大皮影兴致勃勃

地向记者介绍起来。

潜心钻研出精品。叶牧天创作

的《回娘家》《糖画》等大皮影戏作

品获得了多项荣誉，并深受观众的

喜爱。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叶

牧天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成

都大皮影戏。因为他对大皮影戏的

感情早已超脱了喜爱，更多的是一

种传承文化的使命感。

一方面，叶牧天付诸心血创

作了体现成都民俗风情的大皮影

戏，通过展示成都的城市风貌、百

姓的市井生活，以此吸引更多的

人关注成都大皮影戏。掏耳朵、打

丁丁糖……这些成都的特色民俗

在叶牧天的手中逐渐“活”了起来。

另一方面，叶牧天努力招收学徒，

“大皮影戏作为传统文化，是艺术

瑰宝，能够代代传承是多么好的一

件事情啊。”叶牧天激动地说。

但招收学徒的过程并不如

意。传承古老的大皮影艺术是一

项系统工程，首先要老老实实地

全面掌握制作、雕刻、涂色等手

艺，再去学习操纵皮影，完全掌握

这些至少需要一年，这让许多人

望而却步，“许多学生感觉就是图

个新鲜，待不了几天就回家了。”

说起招学徒的困境，叶牧天重重

地叹了口气。

招收学徒不成，那就背着全

套的大皮影家当走进学校，给孩

子们现场展示大皮影戏。每次进

学校表演，叶牧天都会绞尽脑汁

地琢磨：什么样的大皮影戏才能

让孩子们感受到快乐。慢慢地，许

多学校都主动邀请叶牧天教学生

做大皮影。而为了让不同年龄阶

段的学生更好地学习大皮影戏，

叶牧天将大皮影课程划分为初

级、中级和高级，并根据大皮影制

作的难易程度开发了纸板大皮影

课程和剪纸大皮影课程，还自编

了教材。“上一次讲课是去年给成

都东城根街小学的孩子们讲如何

制作孙悟空，孩子们兴致都特别

高，做好以后还争着要给我表演

呢。”叶牧天脸上堆满了笑容。

如今，叶牧天也时常走进社

区、军营展示成都大皮影。虽然年

事已高，但他每日坚持做大皮影

的热情还是和往常一样。

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最近云

南省昆明市向市民发放了 1 亿元消

费券，以促进部分受疫情冲击较为

严重的领域尽快恢复元气。此举较

好地促进了消费，也扶助了相关行

业。但让许多实体书店的经营者、读

书爱好者感到遗憾的是，同样遭受

冲击的书店行业并不在考虑范围之

内——消费券只能用于餐饮、旅游

等消费，不能用于买书。

发放消费券，是特殊时期的特

殊之举。据不完全统计，自疫情发生

以来，全国已有 28 个省份、170 多个

地市累计发放了消费券 190 多亿元，

有力地提振了消费者的信心，促进

了市场回暖。

笔者观察发现，目前各地发放

的消费券主要集中在餐饮、零售等

领域。这些行业与民生息息相关，在

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重，

优先获得消费券投放也不无道理。

但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近年来受

电子化读物剧增、民众阅读方式的

改变以及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冲

击，本就举步维艰的实体书店再叠

加疫情的因素，处境更为艰难。

建设“书香社会”，实体书店是

重要的阵地。它不仅是一个传播知

识和文化的场所，更能营造一种阅

读氛围和文化体验，是承载情怀与

梦想的精神家园。不少特色鲜明、服

务新颖的书店，已是城市的文化地

标和文化软实力的象征。

面对市场变化和疫情影响，不

少实体书店经营者转变思路，在自

救的道路上努力。他们的努力既是

出于自身利益，也是在为人们的精

神需求而坚守。如果只让实体书店

自身承担市场风险，一些必要的关

注和纾困举措不及时跟上，这块文

化家园恐将进一步萎缩。

为实体书店纾困，不仅仅是让

阅读回归生活。如今消费者的消费

需求愈发多元，特别是文化消费意

愿高涨，经历疫情之后的消费者，也

期待更多的精神食粮来慰藉心灵。

正因如此，在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日

益高涨的当下，发放消费券促进消

费也不能忘了实体书店。

各 地 政 府 在 设 计 发 放 消 费 券

时，也不妨照顾到群众的精神文化

消费需求，拓展消费券的使用范围，

用一张张消费券为“书香社会”添砖

加瓦，为实体书店抱薪送炭。同时，

传统的书店模式并不完全适应时代

发展，如何创新和引领文化消费，让

实体书店焕发活力，也是书店长远

经营的关键考量。

消费纾困何妨多点“书香”？
吉哲鹏 庞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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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演出+直播”
中国儿艺举办
欢庆“六一”线上嘉年华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周
玮）为探索“演出+直播”融合发展新模

式，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将举办爱心汇

“剧”云中送福——欢庆“六一”线上嘉

年华，于5月31日19时30分在央视少

儿、文旅中国、抖音、腾讯视频、优酷等

平台同步播出。

此次线上嘉年华将通过戏剧奇

妙夜、明星送祝福、爱心云传递、线上

汇歌声4部分内容，让孩子们享受艺

术、欢度“六一”；致敬抗疫一线医务

工作者，为他们送上来自院团的一份

感谢；并通过各地戏剧和旅游的展

示，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届时，中国儿艺联合中国福利会儿

童艺术剧院、西安儿童艺术剧院、浙江

演艺集团浙江儿童艺术剧团、武汉人民

艺术剧院等，献上具有各地艺术特色的

精彩剧目片段，如京味儿十足的《宝

船》、发生在东海的传说《哪吒闹海》、展

现西安古迹的《我们是秦俑》等。

此次活动还将连线各地的演员介绍

当地的景点、美食。观众可以跟着“张不

三”爬长城、吃烤鸭；跟着“赵绾儿”游外

白渡桥、尝小笼包；跟着“哪吒”和“龟丞

相”游西湖、吃东坡肉；跟着“商旅”和“飞

天仙女”看长江灯光秀、吃武汉小吃……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说：“这是

中国儿艺首次以线上的方式与大家

共同欢度‘六一’儿童节，希望通过跨

越地域限制的直播形式，把精彩的演

出和祝福传递给孩子们，让更多的孩

子感受到戏剧的魅力，从戏剧中汲取

养分和力量。”

西安明城墙“对话”交响乐
音符流淌穿越六百载时光

“城墙与西安人的生活相伴，在城墙

下我们能看到，市井生活和鲜活的‘烟火

气’，这是我们想在‘云上国宝音乐会’最

后一站里展现给大家的。”西安交响乐团

品牌总监曹继文5月25日表示。

从4月 18日开始，西安交响乐团

陆续联袂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

物院和西安城墙等陕西著名文化景

区，举办“云上国宝音乐会”，并通过

网络直播的形式，为民众展现音乐与

文物交融之美。

25 日晚间，作为“云上国宝音乐

会”的最后一站，西安城墙景区专场如

期举行。本场音乐会由打击乐四重奏、

单簧管钢琴二重奏、小提琴钢琴二重

奏、琵琶独奏、弦乐四重奏以及钢琴五

重奏组成，包含《马林巴圣曲》《自由探

戈》《温柔的倾诉》《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悲情沙漠》《雁》等中外曲目。

“不在音乐厅里表演，也没有现

场观众互动，云上音乐会的形式对我

和乐团而言，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在疫情期间，诸如此类通过线上直播

的音乐会、演唱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音乐体验。”西安交响乐团

小提琴首席周虎翼表示。

曹继文称，在音乐会直播中会插入

一些西安民众在城墙内外的生活场景，

除了能展现出西安城墙经历的岁月沧

桑外，也展示出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

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正逐渐恢复。

现存西安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

间，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是中国

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

墙之一。 （中国新闻网 张一辰）

上海博物馆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
艺术展”开幕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

5月 25日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展

览共展出文物 197件组，以上海博物

馆馆藏文物为主，并借展安徽博物院、

湖南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南京博

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15家文博单位

的重要文物，涵盖骨角器、玉石器、青

铜器、陶瓷器、书画、古籍等诸多门类。

此次“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

术展”以清代王翚《康熙南巡图粉本》

开篇，引出展览的五大板块，讲述崇

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江南、安礼乐仪

又旷达洒脱的江南、治平济世与明德

修身的江南、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

江南、抱诚守真与海纳百川的江南，

让观众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感受

历史之重、体会江南文化。

据悉，“春风千里——江南文化

艺术展”将持续展至8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王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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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牧天，1944 年生，浙江省

青田市人，成都大皮影戏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长期致力

于 成 都 大 皮 影 戏 的 传 承 和 发

展。40 余年里，他创作了多个优

质的大皮影戏节目，十余次出

国交流。退休后，他更是坚持传

统老皮影的丰富创新和技艺传

承，并走进社区、学校、军营等

地展示成都大皮影戏。他曾获

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四川民

间工艺（皮影）百家、天府著名

民间艺术家、四川省一级民间

剪纸艺术家等荣誉称号，所创

作的大皮影作品荣获国家级、

省级、市级各类奖项。

“你看，这都是我创作的大皮影。”5月 13日，记者一走进叶牧天的

家，便被十余件五彩缤纷、做工精美的大皮影吸引住了。在介绍这些大

皮影时，叶牧天突然来了兴趣，拿起酷爱的大皮影灵活地舞动起来，原

本“安静”的大皮影瞬间如同跳跃的精灵一般，灵动耀眼。“这是我创作

的孔雀舞者，在它的肘部、腕部等部位添加了许多麻线连缀，这样表演

时观众看起来才更有趣味……”提起大皮影，叶牧天总有说不完的话。

在叶牧天的记忆里，他与大皮

影的缘分始于孩童时期。

孩童时期的叶牧天，常随父亲

去茶铺看大皮影戏。那个年代，孩

子们的文娱生活比较匮乏。当看到

《封神榜》《七侠五义》等洋画片里

的故事人物在屏幕上“飞”了起

来，幼小的叶牧天立马对大皮影戏

起了兴趣，“就觉得既神秘又好

看。”就这样，茶铺里妙趣横生的

大皮影戏表演成了叶牧天孩童时

期的精神文化大餐。大皮影戏这门

古老的民间艺术，也在叶牧天心中

悄悄地生根发芽了。

而后的 20 余年时间里，叶牧

天更多的是观看大皮影戏表演。

直到 20世纪 70年代初，叶牧天进

入成都木偶皮影剧团工作，他才

开始真正地接触成都大皮影，开

启了与大皮影戏相伴的生涯，并

结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位大皮影

戏老师——陈继虞。

当时，成都木偶皮影剧团要出

访欧洲，上级指定要带着大皮影去

展览，可剧团里懂大皮影戏的人少

之又少，许多大皮影都被压在箱

底，有的缺“胳膊”，有的缺“脑

袋”，剧团的人也不懂修补。为此，

剧团领导请来成都皮影戏班“春乐

图”的老艺人陈继虞指导大家修补

大皮影。

陈继虞虽然懂皮影，会唱皮影

戏，却也没有上手制作过皮影。“陈

老师通过‘口传’教大家修补皮

影。”叶牧天第一次修补就遇到了

难题，“当时制作皮影的牛皮特别

厚，需要用不同样式的凿刀在上面

敲花纹，我们只好找铁匠给我们打

出了凿刀，然后一边听老师‘口

授’，一边敲花纹。”叶牧天回忆道，

“敲花纹是个精细活儿，每个花纹

之间的距离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要不然弄出来的皮影不好看。”为

了全力修补皮影，叶牧天放弃了休

息时间。在他与同伴紧张有序的努

力下，一年后，剧团的皮影全部修

补完成，顺利出访欧洲。“这一次也

让我扎扎实实地上了一堂传统皮

影的实践大课。”叶牧天说。为了深

入学习大皮影，叶牧天还经常跑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参观陈列的大皮

影，请教皮影戏专家江玉祥。

在叶牧天的家中，随处都能

感受到成都大皮影戏的元素。阳

台方桌上放置着叶牧天尚未镂刻

完成的大皮影——凤凰舞者，电

视柜、餐桌上摆放着剪纸皮影的

相框。说起与大皮影戏相伴的精

彩故事时，叶牧天一下子站起

来，快步走向一侧的大皮影成

品，向记者舞动起来。这个已将

成都大皮影戏视为生命的老人

说：“那次修补大皮影只是让我

对大皮影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想把它当作一份工作做好，但真

正地想要将大皮影戏这项传统文

化守护下去，还得从我去德国参

展说起。”

1989 年，叶牧天随中国民间

工艺代表团赴德国参加文化年

活动。活动期间，叶牧天参观了

德国博物馆，他惊喜地发现，德

国博物馆将中国大皮影陈列在

极其重要的位置。尤其让叶牧天

记忆深刻的是，主办方还带他去

当地的皮影爱好者家中参观。

“当时我都震惊了，一走进这位

皮影爱好者家里，就看到了满满

当当的大皮影，大概有 500 余件

中国大皮影，后来我得知，他特

别喜欢中国大皮影，已经研究了

六七十年，并且为了更好地揣摩

皮影文化，他还自学汉语。”外国

人对中国皮影的热爱深深地震

撼了叶牧天，“我就想，外国人都

能对中国文化耗费心血，我作为

炎黄子孙，更要好好地守护大皮

影戏。”

如何更好地守护大皮影戏？

叶牧天认为，“要让其有所发展和

创新。”为此，叶牧天在熟稔地掌

握传统的大皮影戏制作、表演等

后，开始进行大胆创新。

“我觉得创新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个是制作和操纵，另

一个是表现题材。”叶牧天告诉

记者，成都大皮影具有身形硕

大、关节增多、花纹别致、造型写

实的四大特点。为此，他在皮影

整体设计上遵从四大特点，通过

创新关节联动装置，让大皮影更

灵动。“比如制作人物，普通的小

皮影，人物的整个胳膊只有一两

个联动装置，但是我在制作大皮

影的时候，会增加更多的联动装

置，这样表演起来就更逼真了。”

为了让大皮影灵活生动，给予观

众更美的视觉享受，每次制作大

皮影时，叶牧天都会反复修改确

认大皮影的关节尺寸长短，而后

再用牛皮进行镂刻。

传统的大皮影戏大多表现传

统剧目，但在叶牧天看来，大皮影

戏应该更生活化和国际化。他在

表演题材上勇于创新，创作了一

系列体现现代生活和域外风情的

皮影作品。《孔雀舞》《双人飞天》

都是他创新的皮影作品。

从“兴趣”到“守护”

“传承是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