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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在天津，提起风筝匠人，必定会提起百年世家“风筝魏”。这项传统技艺在2008年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现了中国古代手工艺的精细与智慧。古代

人把风筝叫做“纸鸢”，在南方一些地区，放飞纸鸢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如今，“风筝魏”

的纸鸢传承到年轻人手中，正在迎风展翼，飞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弓弦之巅——京胡文化展”系列展演活动开幕

弓弦交错国粹焕彩

名琴响彻百年戏楼
本报记者 胡春萌

追踪热点

五代匠心 父子相承

跨越山海的风筝情缘

本报记者 张洁

讲述京胡故事

解读京剧艺术

在“弓弦之巅——京胡文化展”系列展演
活动上，观众可以观赏百余把各具特色并有着
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京胡，其中不乏著名琴师
孙佐臣、王瑞芝、徐兰沅所用之琴。展览从京
胡历史、名角用琴、胡琴圣手、名家制琴等方面
进行展示。这些展品一部分来自天津戏剧博
物馆馆藏文物，一部分来自胡琴收藏爱好者国
家京剧院优秀青年琴师胡古玥、天津京剧院优
秀琴师刘磊、知名琴票黄利春等的藏品。在展
览开幕当天，胡古玥向天津戏剧博物馆捐赠了
两把珍贵的京胡。

这些名琴不但能看，还能听。在25日举行
的“古调今弹——京胡名琴名段品鉴会”上，观
众在天津戏剧博物馆百年戏楼里，聆听多把名
琴再次奏响经典京剧曲牌。

谈到京胡与京剧，国家京剧院《中国京剧》
杂志社主编张正贵表示，今年对京剧界而言是
重要时间节点，即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
程砚秋先生诞辰 120周年、叶盛兰先生诞辰
110周年以及张春华先生诞辰100周年。对于
戏曲，人们常说“戏一半、曲一半”，京剧更是
这样，往往是有什么样的流派唱腔，就有什么
样流派的京胡演奏。京胡演奏艺术在京剧流
派的创立、发展、成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每一位著名琴师都是演奏家、音乐家。
京胡在京剧演出中，托腔保调，与演员的演唱
水乳交融。这次天津戏剧博物馆和多位京胡
收藏家一起来举办京胡文化展览，对于传承、
弘扬、传播国粹艺术和京胡文化，有着不言而
喻的意义。

在展览开幕现场，黄利春与观众分享了
胡琴的知识和名琴背后的故事。从琴的历
史、构造、材质，到每一把名琴不同的外观特
点，一点一滴的细节，呈现着一位位制琴者、
琴师和京剧名家的人生故事和职业追求。“大
家观察这把竹制的琴，琴师演奏时手握的地
方已经红透了，琴的两根轴也是紫红色。这
是因为琴师拉琴时手出汗，汗把竹子浸透

了。琴轴子使用频率比较低，只有定弦时才
会摸一摸轴子，轴子已经被摸成紫红色，证明
它使用时间相当长。这个不是一个人用一生
就可以达到的效果，这是经历多少辈人传到
今天，很多人在不停地使用它，才会呈现这种
效果。”黄利春说。

黄利春对京剧和京胡的喜爱，发端于小
时候偶然从广播中听到了京剧唱段，他一下
子就被那优美的旋律所吸引，“从最初学唱，
到学着拉京胡，后来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胡
琴，钱不够，就逛地摊买二手琴，于是一发而
不可收，开始研究京胡、积累知识。后来工作
了，经济条件允许了，我就尝试收藏。这个过
程中，我接触了很多天津琴票，天津票友水平
很高，我也学到了很多。但是在收藏这件事
上，很多机缘可遇不可求，很多名琴不会轻易
出现在市场上，别说是一般老百姓看不到，就
是收藏大家想要接触到，机会也不多。很多
琴都是在琴师或者名家后人手里，你根本见
不到。因此这次天津戏剧博物馆组织京胡展
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大家可以一次
看到这么多名琴。胡琴的发展史是中国京剧
文化的一个缩影，从它入手，我们可以讲述许
多有趣的文化故事。”

搭建交流平台

让热爱被看见

在“弓弦之巅——京胡文化展”系列展演
活动上，京剧界众多艺术家、专家到场见证活
动开幕。在现场，观众与业内专家自由交流。

著名京胡演奏家、首都京胡研究会副会长
赵建华表示：“我特别感谢天津文旅局、天津戏
剧博物馆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能有机
会在这儿学习交流。这次展览，不仅让我欣赏
到了这么多名琴，我还有机会和同行、著名制
琴师交流胡琴的制作、保养。通过这个活动，
大家能对我们京胡行业有更深了解。”

看到那么多前辈所用的京胡后，著名京
胡演奏家朱建中睹物思人、感慨万千：“前辈
京胡大师视京剧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一生忠
于艺术。我也是听着他们的琴音成长的。每

位大师都形成了独特的京胡演奏风格，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的京胡人。京剧是角儿的艺
术，可以说，演员成角儿、流派的形成，都与好
的京胡伴奏密不可分。总说京胡是傍角儿，
但是我今天感觉到，它应该是帮角儿，是帮助
的‘帮’！所以前辈的京胡大家们，用手中的
琴，为京剧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此次能有这么多的名琴聚在一起与大家
见面，应该特别感谢主办方，感谢以胡古玥为
代表的一代年轻人，他们有思想、有抱负、敢
想敢干，带着感恩的心，精心策划展览、挑选
京胡，举办了这次京胡展。”

在接受采访前，制琴师、非遗项目李氏胡
琴第三代传承人宋家维正在与观众和众多业
内专家交流制琴心得，他说：“每把琴都有它
的故事，是我们京剧发展史的见证。制作胡
琴是我的爱好、事业以及责任，我一生都在为
其努力。我愿意与各界交流，通过各种机会
讲述我的感受，分享制琴、调琴的心得，我希
望将京胡的文化发扬光大。”

探索津韵表达

丰富国粹体验

天津是戏曲大码头，众多戏曲名家在这座城
市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天津历史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戏剧博物馆的百年戏楼，
京剧名家谭鑫培、梅兰芳、尚小云等人都曾到此
演出。近年来，为研究发掘这些历史文化资源，
让文物“活”起来，天津戏剧博物馆联合多方面社
会力量，进行了创新式探索。

天津京剧院院长王则奇介绍：“天津戏剧博物
馆这方舞台是天津京剧院青年实践演出阵地。
2014年剧院开始在此进行常态化演出。2018年剧
院和天津戏剧博物馆推出‘走进历史看京剧’演出
项目。2023年双方联手推出‘京剧正青春’演出项
目，一直坚持到今天。这方舞台培养了天津京剧院
很多青年优秀演职员，剧院的优秀琴师刘磊也多次
在这里登台演出。‘弓弦之巅——京胡文化展’系列

展演活动是弘扬京剧艺术的新途径。京剧艺术博
大精深，拥有丰富的剧目和特色鲜明的行当流派。
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是演员的精彩演出，这离不开
乐队和服化道的密切配合。在弘扬和传播京剧艺
术的同时，我们不仅需要从演员和剧目行当的角度
进行讲解，还需要从京剧行业各个岗位的角度进行
介绍，百花齐放，更多地将国粹艺术的博大精深介
绍给戏迷观众，让他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信。此外，这个活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
旅融合项目。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
要载体。”
“天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的戏曲文

化底蕴，天津戏剧博物馆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
命和时代责任。自成立以来，天津戏剧博物馆从
创业发展提升时期到今天的机遇时期，凝结了几
代博物馆人的辛勤付出。”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
博物馆管理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徐宁表示，“近几
年我们在精心维护古建筑的同时，逐渐在工作思
路中体现‘文化应用’。一方面开展学术研究，
充分利用戏楼这方舞台，举办了馆藏文物专题
展。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与兄弟单位开展合作，
进行常态化戏曲演出，与旅行社合作开展非遗表
演，用活态展示为古建筑增添文化活力，促进传
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生活。观众来到博物馆，可以
获得国粹京剧与百年建筑的双重享受。如今到
广东会馆来看戏已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未来我
们将依托广东会馆独具特色的优势资源，深入挖
掘历史文化资源和馆藏文物特色，力图通过多种
方式的展览活动和演出，讲好天津故事，讲好天
津戏曲的故事，打响‘百年会馆津彩戏博’的文
化品牌。在彰显城市特色中，让戏曲文化和建筑
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据介绍，天津戏剧博物馆将打造一系列具有
津韵的文化活动，将广东会馆打造成天津特色文
化地标。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梅兰
芳与天津戏剧博物馆有着诸多交集。下个月，在
此次展演系列活动的最后，天津戏剧博物馆将以
“寻梅”为切入点，推出原创沉浸式文旅戏剧《寻
梅·又见虞姬》，“那不仅仅是一朵梅花，那是梦
想的纹章，那是文化的图腾……”这是一个讲述
梦想与信念的故事，希望更多人由此了解戏曲，
从而热爱戏曲。

风筝上的中国文化

在鼓楼，有一个专门制作风筝的工作室——
“长清斋魏记风筝”。工作室内的墙上挂满了各式
各样的风筝。“风筝魏”第四代传人魏国秋，第五代
传人魏博文在这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风筝魏”的创始人魏元泰先生，于清光绪

十八年（1892年）在天津鼓楼创立了“魏记长清
斋扎彩铺”。他对飞禽和飞虫的飞翔姿态以及
身躯各部位的比例关系进行研究，并将其应用
于风筝的制作中，使得“风筝魏”的作品不仅能
够在空中翱翔，还能作为室内观赏艺术，“魏记
风筝”自此扎下了根。

从擅长彩绘的第二代传承人魏慎行、“改
良筋骨”的第三代传承人魏永昌，到让风筝与
时代共舞的魏国秋与儿子魏博文，魏家五代匠
人代代相承，始终坚定地逐风而行，他们不仅
保持了传统工艺的精髓，还让风筝艺术与时代
同步发展。

魏国秋说，“我们这个行业你需要坐得住，
我们制作的时候即便不吃不喝，也要把这个作
品完成。既然从事这个行业，就要热爱这个行
业，只有喜欢才能成功。”

魏国秋的童年对这一传统技艺耳濡目染，
“我一睁眼就能看到爷爷和父亲在做风筝。”这
种视觉和情感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
“我制作的第一个风筝是如同瓦片一般的方块
形状的风筝。我从小制作的风筝比较特别，小
时候喜欢画画，爷爷就给我买了小人书，我为
书中的人物一一绘制了人物画，爷爷和父亲看
到后觉得很有趣，就慢慢教我做风筝。”
“我们曾经将一个装饰成大水缸形状的风

筝放飞到天空中，这种与众不同的创作让人感
到无比自豪。”那会儿还是没有LED灯的年代，
他们巧妙地利用大红灯笼作为风筝的装饰元
素，魏国秋说，“在大红灯笼下塞上洋蜡叫‘气
死风’，这样即使在夜晚，风筝也能在天空中发
出柔和的光芒，而不会被风吹灭。当时有很多
人给报社打电话说天津发现不明飞行物。风
筝给我的童年带来很大的快乐，这件事情影响
了我的一生。”

风筝，作为中国古老而精湛的手工艺品，
被美国国家博物馆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飞行
器”，它的轻盈飞翔跨越了国界，也连接了不同
民族的心灵。当时在美国交流时，一个美国人
看到展台上魏国秋制作的风筝如此精细，便购
买了这些风筝。魏国秋说：“他急不可耐地将
其放飞，稍后又跑回来，他说：‘这风筝不爱
我。’我拿过来看了一眼，我开玩笑地说，这风
筝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国家，它水土不服。我桌
子上有针，他询问我为什么扎它左膀，我说，
‘我用中国针灸治病’，他很纳闷，再去放飞，
风筝飞得很高。他很快就跑回来了，要买我手
里的针。”

晚上，他邀请魏国秋到家中做客，家中摆
放了很多中国工艺品。在那里，魏国秋惊喜地
发现了一张老照片，“我一看是我老太爷。我
询问他为何有这张照片，他回答说，他是‘飞机
之父’莱特兄弟的后代，我的老太爷曾经给他
们家做过风筝。我一直认为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技艺有很大的魅力。”
风筝讲究“扎糊绘放”，骨架就如同风筝的

“灵魂”。“风筝魏”的骨架制法独特，采用打眼
扣榫结构，这种结构使得风筝在没有使用线和
针的情况下也能稳固连接，这种技艺不仅要求
结构稳固，还要求风筝轻巧，以便在空中飞行。

魏国秋的双手因为长期劈削竹料和使用
美工刀而长满了老茧，甚至他的右手拇指可以
大幅度向后弯曲。魏国秋说：“孩子大学毕业
后，我想到了继承这门技艺的事情。我们的传
承很好，我认为孩子可以更好地传承这门技
艺，将我们‘风筝魏’发扬光大，我们非常高兴
有接班人。”

谈到对儿子的评价，他说：“孩子有文化，
他们有创新的一套体系，现代的风筝要结合现
代的审美，我认为可以制作出满足不同人群喜
好的产品。我们需要创新，展示出优秀的作
品，让更多人了解天津，让中国的文化有更丰
富的表达。”

追风筝的年轻人

2016年，魏博文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学
习家族的风筝制作技艺。说到自己和父亲的事
业，魏博文直言，过去这十多年非遗的快速发展，
让自己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广阔前景，从而选择子
承父业。

从幼年时期起，魏博文就在父亲魏国秋制作
风筝时打下手，魏博文说：“包装纸盒贴商标，大
鱼风筝贴眼睛，家中有活儿时，一家人共同忙碌
的场景让人感到非常开心。”这样的童年经历让
他对制作风筝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在学习制作
过程中，训练非常严格，魏博文说：“基本功是练
习勾线和勾报纸，我画了6个月的报纸。报纸底
下有字迹，画线最初粗，后面需要像丝带那样
细。”魏博文还学习劈竹子来锻炼手感，“传统技
艺的作品我见得很多。以前老人买东西特别挑，
尤其是买一个东西需要检查是否有刺，有一点刺

都不行。你想要出售，东西就得做得很好。”
魏博文说：“我们制作风筝要考虑骨架、造型

和做工。一般的风筝非常重，我们家的风筝很轻，
掂起来四角要颤的。实际上这项技艺并不难掌
握，有父亲教授我这些东西，我只需要自己练习。
我这个人靠死磕，一遍不行继续画，画到行为止。”

魏博文对技艺的热爱让他逐渐发展出自己的
风格，并创作了一些新颖的产品。他和父亲一起
设计了“室内版风筝”，这种风筝适合在室内飞行，
因其放飞动作类似太极拳，故得名“太极风筝”。
魏博文还利用自己对新潮文化的理解和创新能
力，与知名IP和游戏公司合作，将年轻人喜爱的
动画人物和游戏角色转化为风筝设计，如“钢铁侠
风筝”等“定制版”和“联名款”风筝。这些风筝不
仅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兴趣，也为传统的风筝艺
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魏博文说：“虽然配色和造型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仍然使用传统方法，保
持原汁原味。”

魏国秋说，放风筝是中国的传统民俗，风筝亦
是追求美好、祈求幸福的中华文化符号。“大展宏图”
“八仙过海”“百鸟朝凤”“松鹤延年”……“风筝魏”的
每件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为此，魏
家父子一有时间就走进校园讲风筝、做风筝，向学生
们展示非遗技艺，引领大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魏博文说：“大学生对传统技艺非常感兴趣，
每次办讲座报名人数众多，这种形式可以让更多
人了解‘风筝魏’，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技艺，有兴
趣的同学也可以学着做风筝。”在面向小学生的课
堂上，魏博文会为孩子们准备一些小故事，魏博文
说：“上课时不能沉闷，否则会让小孩感到无趣，课
程本身需要动手操作，孩子们做的风筝也非常漂
亮。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够获得乐趣，而我们需要
保护好孩子的兴趣爱好。”

近年来，“风筝魏”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父子
二人曾多次受邀前往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地参
展，带去的风筝展品总是被一抢而空，还有不少海
外友人专程来到天津，希望与“风筝魏”进行艺术交
流与文化合作。“我们的作品已经走向世界50多个
国家和地区，风筝不仅是我们的传家宝，更是中国
非遗文化的组成部分。”魏博文说，自己将与父亲一
同继续发扬传统技艺，让“风筝魏”飞得更高更远。

京胡，于两百多年前为京剧而生。在京剧的发展过

程中，这种弓弦乐器被选定为京剧文场伴奏的最主要乐

器，京胡的制作工艺也在不断完善。京胡在京剧中的作用

不仅仅是伴奏，它与演员的唱腔紧密相连，是京剧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创新与京剧的演进息息相关。

每一把京胡名琴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故事。

5月24日，“弓弦之巅——京胡文化展”系列展演

活动在天津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开幕，活动通过展

览、器乐演出、讲座和沉浸式戏剧等多元化的手段，以

京胡为切入点，在天津戏剧博物馆这座百余年历史的

建筑中，探索弘扬国粹的更多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