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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大量采用榫卯结构、工艺要求细微处达到0.5毫米、复杂船只构件可达到数万个的郭氏古船模复制手工

制作技艺，采取写实手法押绘、图案达到逼真传神效果的郭氏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郭锐作为一项市级非遗

项目和一项红桥区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从事工艺美术40余年，熟练掌握两种非遗项目的多种技法，

作品题材新颖、雕刻传神、创意独特、不拘一格，同时他还创建金郭文化艺术工作室，培养后辈新人。

郭锐 让两种非遗技艺携手共进

本报记者 孙瑜

5月31日，全国首部XR（扩展

现实技术）数字音乐儿童剧《敦煌·

九色鹿王》，在2024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六一”节目发布会暨CMG小喇

叭校园广播站授牌活动中，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小鹿姐姐

和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向在

场的观众隆重推出。该剧由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

心、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制作，天津市

儿童艺术剧团创作演出，以敦煌莫

高窟第257窟北魏著名横卷式连环

壁画故事为母本，集戏剧、木偶、音

乐、歌舞、数字技术、AI人工智能等

多元化技术和艺术手段，在呈现中

华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给观众带

来极致的视觉体验。

近年来，儿童戏剧作为少年儿

童喜闻乐见的舞台艺术，其创作形

式也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对促进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起到了重要作

用。推动儿童青少年戏剧高质量

发展，探索儿童戏剧的无限可能，将

更多优质的艺术作品带给孩子们，

也成为儿童戏剧工作者们共同努力

的方向。

● 致传统致未来

以好故事展现中华文明勃勃生机

全国首部XR数字音乐儿童剧《敦煌·九色
鹿王》采用儿童视角。故事讲述小学生阿豆在
敦煌莫高窟研学时，穿越进入壁画中的九色鹿
王世界，开始了奇幻的冒险旅程。在寻找九色
鹿王的过程中，阿豆逐渐理解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意义，最终用大爱与希望创造了奇迹。

看着历时五年精心打磨的作品能以这样
的形式呈现出来，《敦煌·九色鹿王》的编剧、天
津儿艺青年演员丑菁琇感慨万千：“敦煌莫高
窟的壁画不仅是人类艺术宝库，也是历史文献
宝库。作为一名母亲，我希望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基因，可以生动地植入孩子们的血脉
中，让广大的青少年儿童了解中华民族光辉灿
烂文明史，感受来自东方的审美。于是我萌生
了把敦煌这个主题写成儿童舞台剧的想法，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
让敦煌在新时代焕发耀眼的光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丑菁琇有
幸参加了天安门的阅兵仪式。2019年，正值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丑菁琇进入国家艺

术基金音乐剧编剧人才班学习创作，丑菁琇和
同学们一起观看了阅兵仪式。难忘的经历激发
了她的创作灵感：“祖国的强大和民族自豪感给
予我深沉的力量。我想用我熟悉的艺术形式创
作一部作品，作为献给伟大祖国的一份贺礼。”

为了创作好这部作品，五年间丑菁琇多次
前往敦煌采风，精美的壁画成为她的灵感源泉：
“敦煌艺术的美，令人惊叹。每次讲解员都用很
轻的声音讲解，用微弱的手电筒的光来照亮窟
内的壁画作品。这样不仅是对壁画的保护，也
是怕打扰了这沉睡千年的艺术作品。我希望敦
煌壁画这样的艺术瑰宝，不仅在甘肃莫高窟可
以看到，更希望能将它搬上舞台，让更多的青少
年儿童看到活态传承的艺术作品。这个作品创
作历时五年，文稿修改了十几稿，三十三位专家
从不同领域为剧本给出建议。在搬上舞台的二
度创作中我们又修改了十几稿，甚至在每一次
演出的时候，我们都还在反复推敲、精心打磨，就
是为了不断完善这部作品。”

在艺术呈现上，《敦煌·九色鹿王》导演、天
津儿童艺术剧团副团长齐丽华表达了自己的
想法：“《敦煌·九色鹿王》的剧本创作依托敦煌
题材，因此我们在木偶剧的基础上结合敦煌独
特的地域文化和艺术特色，采用音乐剧的形式
展现出古老敦煌之美，其所传达出爱、感恩、宽
恕的主题深刻隽永，对于启发少年儿童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积极作用，更加
激发少年儿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兴趣和
对善与美的探求。”

同时，该剧运用多种表现手段，既有XR这
种数字前沿科技的加持，又有木偶和皮影这种
传统技艺展现，通过不同艺术门类的碰撞和融
合，丰富舞台表现手法，增强舞台美术的表现
力。“我们希望通过富有哲思、颇具戏剧性的情
节，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美育教
育意义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
意义。”齐丽华说。

● 在600平方米XR数字摄影棚内

拓展传统戏剧的时空界限和传播维度

有了好的剧本，如何将剧本中蕴含的深刻
含义通过视觉效果传达出来，是《敦煌·九色鹿
王》创作团队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敦煌·九
色鹿王》出品人、舞美视觉总设计、天津儿童艺
术剧团团长宋永顺尝试了很多办法，希望通过
技术手段在历史与未来的碰撞中展现戏剧之
美，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2023年9月，在北京国际设计周·台湖舞美
国际论坛上，宋永顺见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XR数字技术实验学科带头人，中国首部XR数
字戏剧《麦克白》总导演慕峰，在深入探讨与交

流中，二人共同认为作为新时代的戏剧人，有
必要将XR技术运用到《敦煌·九色鹿王》创作
中，为舞台艺术创新发展作出有益尝试。

那么，究竟什么是XR？XR是指通过计算
机将真实与虚拟相结合，打造一个人机交互的
虚拟环境，是VR（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AR（Augmented Reality 增 强 现 实）、MR
（Mixed Reality混合现实）等多种技术的统称，
以及介于他们之间的所有内容。通过XR创新
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对戏剧表演的限制，是
古老艺术与前沿科技相互碰撞产生的硕果，拓
展了传统戏剧的时空界限和传播维度，使舞台
上也能出现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效果，为观众带
来全新的戏剧体验。

相较于传统戏剧电影或视频，XR数字戏
剧在拍摄过程中不受物理空间限制，可通过动
态追踪系统短时间内获取演员与虚拟场景的
位置，且实时渲染输出虚拟场景与演员真实表
演相融合的画面。这样能精准捕捉到演员的
微表情和肢体张力，演绎复杂的心理状态，更
具沉浸感和代入感。

共同的追求让宋永顺和幕峰找到了共同
完成全国首部XR数字音乐儿童剧的创作方
向，历时5天，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最终于
5月17日完成了全国首部XR数字音乐儿童剧
《敦煌·九色鹿王》的录制工作。被誉为“敦煌
的女儿”——87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先生亲笔为这部剧题写了剧名。

齐丽华向记者分享了这次难忘的拍摄体
验：“我们是在北京星光影视基地600平方米
XR数字摄影棚内进行拍摄。现场顶部有200
个定位点，摄影机的操作系统与定位系统联

动，可以精准地捕捉到演员的动作及表情，将演
员激情的表演尽收眼底。这次拍摄对我们每个
人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和挑战，在拍摄的过
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来适应这种全新
的拍摄方式，比如有一个镜头是坏人射杀了一个
小动物，主演摸到了小动物身上的血，然后透过
这个沾满血的手看到了象征鹿王的神树，然后特
写给到主演神情的变化，也预示着他内心的转
变。不需要过多的台词，这样一个镜头就能把全
部的信息传达给观众了，可是这在剧场的舞台上
是无法实现的，它用数字舞台替代实体舞台，使
戏剧舞台上也能呈现出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效果，
为观众带来全新戏剧体验。我们希望通过这次
有益的探索，将XR数字技术融入我们的戏剧创
作，让观众全方位地感受戏剧的魅力。

该剧的创作团队秉承着“让文物说话，让历
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创作理念，让敦煌文化在
多元化的艺术呈现中“活”起来，努力探索舞台戏
剧XR数字化发展传播新途径，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儿童戏剧市场广阔

如何推动戏剧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

近年来，儿童戏剧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出现在舞台上，受到越来越多家长与孩子的喜爱。
随着儿童戏剧市场的快速发展，儿童戏剧工作者们
在丰富题材、主题开掘、舞台呈现手段等方面都开
始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与探索。在内容上，创作者们
更加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意义，融合传统文化
与现代元素，提升互动性；在形式上，除了传统剧场
演出，线上直播、互动剧、VR体验等形式拓宽了儿

童剧的观看渠道，增加了体验的丰富性，各种各样
类型的儿童戏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锦娱文化传媒（天津）有限公司演艺总经理
李众从业近十年，在他看来，儿童戏剧在演出市
场全行业链条上虽小众但重要：“说小众是因为
儿童戏剧票房体量跟新型的各种亲子类演艺产
品相比确实少很多。说重要是因为，儿童戏剧的
文学艺术价值，是亲子类演艺甚至是亲子类美育
教育中最重要的基石，儿童戏剧的发展，会带动
儿童文学、亲子游乐、亲子电影等各个板块的发
展和高度。”

2023年9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儿童
剧委员会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儿童戏剧教育发
展年度报告”，报告指出：“戏剧是青少年德智体美
劳‘五育’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戏剧教育事业的发展既是国家立德树人教育
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儿童核心素养全面发
展的现实需要。”

儿童戏剧作为我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促进少年儿童的德育、美育以及健康成长
具有重要作用。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自成立以
来，致力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通过戏剧
让孩子们更多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文
脉，宋永顺表示：“我们创作儿童戏剧的主旨在
于让当今的广大少年儿童在与传统文化认知的
碰撞中，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培养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
厚持久的文化力量。在传承发展中，依托数字技
术这一新质生产力要素带来的裂变效应，为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在新时代
焕发出耀眼的光芒，推动文化创新走进高质量发
展的新时代。《敦煌·九色鹿王》仅仅是一个开
始，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未来，我们将致力让
更多的儿童戏剧走进校园，让孩子们充分感受戏
剧的魅力，寓教于乐。”

近年来，随着教育育人方式、美育教育地位、
学生特点和需求的改变，儿童戏剧市场有了更广
阔的空间，同时也呼唤更多适应新时代少年儿童
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然而，随着儿童戏剧市场
的不断扩大，行业乱象问题也随之而来，对此李众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近些年来行业乱象频出。个
别民营团体粗制滥造，不讲水准；个别院团，大投
入、高制作的剧目脱离观众喜好，使儿童剧演出失
去了戏剧本身的反思等深刻的艺术价值，从儿童
剧转变成了儿童游乐场。儿童文学、儿童戏剧被
亲子行业的巨大产业链绑架，出现了只卖票不保
证质量、只娱乐没有文学艺术价值的市场现象。
大型外国IP剧，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每张
票接近两千元，其中大部分收入付给了国外的版
权经纪机构。”不过在李众看来，恰恰是这些现象
才侧面印证了“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
重要性。

剧作家、评论家欧阳逸冰曾说过，“儿童戏剧
要通过满足与激发孩子的想象，提高他们的素质。
我们应该把人类文明中的精髓展现给他们，以一种
符合儿童观看、了解的表现方式让孩子们在获得欢
乐的同时也能吸收到文学中的崇高内涵。”
《西安戏剧》主编、西安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

员韩健表示，“信息爆炸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少年
儿童对于生活的认知极为广泛，知识积累明显增
多，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想象力极其丰富。因此，
儿童剧创作要在注重极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的基
础上，深入了解当代少年儿童心理变化，关注他们
所关注的内容和话题。”

当下，儿童戏剧市场迎来新机遇，但同时也面
临着新挑战。如何在广阔的市场需求下，守住初
心，推动儿童青少年戏剧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培根铸魂，成为儿童戏剧工作者
的光荣责任。

两种非遗传承百年
郭锐的工作室内摆放着他用三年时间复

制出的英国皇家海军兵舰潘多拉号模型。古
船模长 2.6 米，高 2.15 米，三层舱体相互通
联。郭锐介绍道，制作该船模需要手工打磨
出650片长100毫米、宽15毫米、厚1.5毫米的
船底铜板，并以10400个直径1毫米的铆钉加
固。由于上钉需一次成型，必须严格控制误
差，操作难度极高。船体上的船头女神雕塑、
船尾客舱及围栏、可移动火炮等几百个尺寸
不一造型各异的船体组件，都是手工雕刻打
磨而成。在玻璃柜中，摆放着多个郭锐制作
的葫芦及配饰作品，这些作品获得了包括《百
鹤金鼎奖》和《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
奖》在内的多项荣誉。

在郭锐的记忆中，这两项非遗技艺都属于
家族传承，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郭氏
古船模复制手工制作技艺》创建于1915年，而
《郭氏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始于1916年。

郭锐从父亲口中得知，郭锐的爷爷从小酷
爱帆船，擅木作雕刻，后来爷爷开始研究制作
古代渔船模型并逐渐发展制作出工艺更加复
杂的古帆船模型。到了父亲这代，不仅自幼跟
随爷爷学习古船模型制作，后独立设厂，专业

进行古船模型制作。这项技艺是以真船同质
材料为原料的传统复制手工技艺。制作原料
包括木料、布料、线绳、金属、油漆等十余种材
质,工艺涉及放样、木作、竹编、漂染、缝纫、雕
刻、绘画、上漆等多门工种。

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采取写实效果极强
的押绘工艺手法压制葫芦表面图案，并设计装
配手工制作的精美配饰，形成完整器。押花材
料以天然葫芦为主材，在葫芦表面采取画、划、
押、赶、挤、按等多种工艺技法押绘，配饰制作
原料包括竹、木、牙、角、玉石等多种材质，以素
活、浮雕、圆雕、透雕等雕刻技法精雕而成。

这两项非遗，因其制作材料和工艺的多样
性，要求传承人需熟知多种原材料质地并掌握
数个领域的工艺技巧。所以，看似毫无关系的
两种非遗技艺，其内涵和技术原理是相通的。

上小学前，郭锐就在父辈的指导下开始做
一些小的物品模型，在这个过程里接触了很多
制作工具。同时，他还学习基础绘画和简单的
泥塑、雕刻等，对以后熟练掌握这两门技艺有
很大的帮助。郭锐说，由于小时候没有什么玩
具，每当看到父亲做东西，自己心里就非常兴
奋，想去尝试一下。由于当年使用大块的木料
成本高，郭锐就用木材的下脚料来练习。

当郭锐使用下脚料做的东西有点起色，父
亲就开始进一步指点郭锐。比如，父亲在看到

郭锐使用刀具削木头不规范时，就会告诉他怎
么使用刀，然后再怎么磨刀，而且还要从削铅
笔开始练习。受父辈的影响，郭锐现在教学生
时，也是先让学生练习削铅笔。由于学习雕刻
不仅要学画、使用各种刀具，而且还需要学习
上色和打磨抛光等，使用的工具也逐渐多起
来，郭锐觉得，正是因为学的技艺和使用的工
具较为全面，这也为日后熟练掌握两门技艺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种技艺相互贯通
作为掌握两种非遗技艺的传承人，郭锐觉

得，古船模复制的这门技艺，制作起来需要更
大一点的场地，对制作者体力要求也更高，表
现力也会更强一些。葫芦及配饰这门技艺，工
作环境比较干净，也没有不好的气味，但葫芦
制作风险性也大，需要心更细更静。所以通常
他是交替来进行两项非遗创作的，比如说在给
古船模绘图的时候，如果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
结构，资料也暂时找不着，没办法那就只能等，
或者做船模累了的时候，这时郭锐就会去做葫

芦。由于制作葫芦会静心，他很享受这个过程。
再比如，葫芦押花的时候也会遇到瓶颈，因为这
个工艺需要针对葫芦的不同皮质进行设计制作，
在设计遇到问题时，郭锐会把葫芦先撂下，先把
配饰做了，换换脑子。

谈到两种非遗的工艺异同，郭锐说：“两种技
艺都属于工艺美术，只不过在形式、表现力、材料
和历史价值上有所不同。葫芦及配饰的技艺大
约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古船模制作技艺的历史要
更长一些。”

郭锐介绍，古船模复制手工制作技艺主要以
木材、金属为主，布料为辅，是以还原古舰船形态
并结合古代制作工艺形成的传统手工技艺。这
项技艺大量采用榫卯结构，工艺要求细微处达到
0.5毫米，复杂船只构件可达到数万个。同时，在
设计和工艺制作上要求还原古舰船精准度高、工
艺制作精益求精，达到逼真传神的效果。因为难
度高、耗时长，常常一艘舰船制作需要几年的时
间才能完成。而葫芦及配饰制作技艺主要采取
写实效果极强的押绘工艺手法，押制葫芦表面图
案并设计装配手工制作的精美配饰。同样是在
设计和工艺制作上要求“写实”“逼真传神”，因此

制作一件优秀的葫芦艺术品也需要很长时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面对两种技艺的传承，郭锐表示，两种技艺的

传承方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都是一起传承的，但
对于传承人来说是有区别的，有的孩子喜欢葫芦，
有的孩子喜欢古船模型。“我从不要求我的徒弟，
把我的两门手艺都学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
为我是有先天优势，从家族传承下来，从几岁就开
始接触这两门技艺到现如今。我的徒弟年龄都不
一样，让他们每个人都学两门不太可能。所以说，
只要你有一些绘画基础，然后你有悟性，都可以学
习，喜欢哪门就学哪门。”

目前，郭锐的儿子已经成为这两项技艺的第
四代传承人，郭锐还有一名徒弟和几十名学生。
郭锐介绍，现如今他们每周到丁字沽小学、河北工
大附小授课，推广非遗和传统文化。郭锐还创建
了金郭文化艺术工作室并准备筹建个人艺术馆，
他希望在这个馆内进行操作展示、培训，方便更多
的人来参观，让更多人对这些非遗技艺感兴趣，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

追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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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儿童戏剧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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