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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徐广华 探索折扇里的中国美学
本报记者 孙瑜

一方小小的扇子，可传情浓，可递风骨，在夏蝉将

鸣未鸣，热浪渐浓未浓之时，轻摇折扇，感受一下穿越千

年、清风徐来的滋味。折扇有风、韵从东来，开之则用，

合之则藏，一把折扇将古今工艺的美学尽藏其中。天津

杨柳青折扇成为北派制扇工艺的代表，作为杨柳青折扇

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徐广华，致力于北派制扇传统样

式的研究、保护和恢复，挖掘抢救了多项传统制作工艺，

在融合传统制扇技艺的同时自主创新，创作出梅鹿合竹

折扇、玉竹圆头折扇、包袱头折扇、合式水磨竹折扇等，

把杨柳青折扇制作工艺推到新的艺术高度。

《二泉映月》与天津有着深厚渊源

民族歌剧《二泉》是一部多幕歌剧，讲述了民
间音乐家阿炳与苦难命运不断抗争的人生经历。
现场观众纷纷感慨：“我身临其境观看了民族歌剧
《二泉》，震撼，感动，直击心灵，流泪数次，不枉车马
劳顿从太原赶到天津来看这场大戏。”“期待全国
巡演，人民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弘扬中华经典，二
泉流淌千年。”“有幸观看了在天津大剧院的带妆
彩排，非常震撼！观众喝彩声和掌声响彻全场且
持久！确实是一场令人感动且难忘的大戏！为艺
术家们点赞，为天津音乐学院的艺术家们喝彩，为
这种创新的教学模式点赞！”“震撼人心的《二泉》，
谢谢伟大的文艺工作者！”“天津音乐学院，又一部
大型民族歌剧的演出成功，在国内音乐学院中脱
颖而出，彰显了整体的实力水平。”……
《二泉》这部民族歌剧由黄定山执导，杜鸣作

曲、任卫新编剧、高嵩执棒，由天津音乐学院院长、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与著名二胡演奏家、天
津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陈军领衔，龚爽、王泽南、
陈滢竹、吴梦雪等实力派青年歌唱家担纲主演，天
津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青年合唱团、青年戏剧
团、青年舞蹈团等近三百名师生为演出班底。

天津音乐学院排演了《二泉》，而《二泉》中
的主人公阿炳与天津也有着深厚的渊源。1950
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地址就在河东区
十一经路，也就是如今的天津音乐学院北院。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教授叫杨荫浏，是一
位民族音乐学者。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从美国进
口了一台钢丝录音机。杨荫浏先生早在20世纪
40年代初，就听过阿炳的演奏，对阿炳的演奏印
象深刻。杨荫浏先生带着这台刚刚买回来的录
音机，到无锡找到了阿炳。当杨先生找到阿炳
时，阿炳说：“我已经几年不摸琴了，得练一练。”
于是杨先生就在无锡等着他。大概三四天以
后，阿炳就弹奏录制了《二泉映月》《听松》《寒春
风曲》，还有几首琵琶曲。杨荫浏就把这些录制
的作品都带回到天津。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领
导，也是中国音协的主席吕骥先生听了这个录
音，特别对《二泉映月》这首作品记忆深刻。当
时这首作品还不叫《二泉映月》，《二泉映月》这
个名字实际上是在录制和发表的过程中起的。
于是，《二泉映月》就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首先
进行了播出。所以全世界听到这首《二泉映
月》，首先是从天津传出去的。“你看历史的这种
巧合啊，70多年以后，我们又是在天津，通过《二
泉》这样一部歌剧，让《二泉映月》再次响起。”王
宏伟院长感慨道。

为孩子们创造更多更大的艺术实践舞台

天津音乐学院一年级学生杨关，此次在《二
泉》中扮演了阿炳生母吴氏。她表示：“这是我
第一次在整部歌剧中去饰演一个角色，而不是
单单去唱一个片段或一首咏叹调。有机会在舞
台上而不只是在琴房里演唱，这对于我来说，既
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同时也收获颇丰。通过这
次舞台经验，让我对歌剧演绎有了新的认知，站
在舞台上演唱角色唱段时，不是单单去演唱，而
是学会如何塑造、演绎出这个角色，让观众看到
生母吴氏这个可怜的母亲的无奈、愤怒、愧疚或
是悔恨……排演完这部歌剧，在收获更多舞台
经验的同时，更加激发了我对歌剧的热爱。”

谈到天津音乐学院创排这场大戏的初衷，
王宏伟院长表示：“艺术院校不同于其他高校，
艺术院校对人才的培养，有它独特的规律和要
求。对于学声乐和学器乐的孩子，必须是一对一
的上课方式。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对
生活、对艺术的认知也不一样，所以对声乐和器
乐的学习，就要采取非常独特的一对一的学习方
式。但是，课堂的学习怎么能够转化成好的成
果，或者说怎么能够让孩子们更好地在实践中得
到成长，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舞台。”

说到舞台，王宏伟不禁回忆起自己从小热爱
艺术并最终走上艺术道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
中，实际上都是我在寻找舞台的过程，因为那个时
候并没有太多的舞台和机会。但是在音乐学院就
不一样了，我们要培养出专业的人才，应该怎么办
呢？那就是最大化地把孩子们拉到舞台上，让他
们在舞台上实战，要让他们与观众面对面，要珍惜
这个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剧，天津
音乐学院这两年不仅仅是做了民族歌剧《二泉》和
《同心结》，去年我们还做了歌剧《岳飞》的巡演，全
国巡演20多场，然后还做了原创话剧《太平码
头》。这都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原创剧目，还获得了
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同时我们还做了各种演出，
舞蹈专场、室内乐专场、合唱专场、民族管弦乐专
场、交响乐专场……去年我们一共做了400多场艺
术实践。对一个高校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
我们希望最大化地为师生创造舞台实践的平台，让
他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快速提高艺术水平。”

王宏伟院长表示，此次排演的《二泉》，在内
容上有一部分调整，有一部分桥段做了删减，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调整是人的调整，除了女主
角龚爽老师不是本校老师，其他将近300名师生
全部都是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大家共同
来演绎一台民族歌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
起的一件事！”
“我们的学生演员，有的从大一开始就担任

主演了，这个历练对他们来讲是不一样的。”王宏
伟院长感慨道，“对我个人来讲，这条艺术之路我
自己走得很艰辛，在一个小城市或一个小地方，
你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登台，那时候最大的渴望
就是能够去寻找舞台，去演出。如今我们的孩子
们很幸福，他们在专业的音乐学院里学习，他们

上来就能有剧可以演，有剧场可以为他们提供。”
天津音乐学院跟国家大剧院、天津大剧

院、天津音乐厅、津湾大剧院都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我们要把所有能够用到的资源和舞
台都对接到我们的学生身上。作为一名校长，
就是要成就更多人的梦想，尽我们的所能给孩
子们提供平台和机会，为孩子们创造更多、更
大的舞台。”王宏伟院长由衷地说。

为市场带来更多高水平中国民族歌剧

在天津音乐学院民族歌剧《二泉》专家研讨
会上，各界专家学者纷纷对天津音乐学院师生
在民族歌剧领域的长期耕耘和不懈努力给予高
度赞扬。他们强调，天津音乐学院民族歌剧《二
泉》的成功，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更是天津音乐学院在教学和创作上卓越
水平的典范展示。这部作品不仅令人赞叹其艺
术成就，还标志着中国民族歌剧在中国乃至世
界艺术舞台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泉》，把一位音乐家苦难的一生通过几

个片段呈现出来，这样的叙事方式和内容，在目
前中国当代的歌剧里是不多见的。“我们需要用
这样的艺术形式，用这样的载体去表达感情。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歌剧这样的形式，让更
多人了解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让同学们在舞
台上学到东西，让孩子们一下就看到这个高品
质的剧，在高品质歌剧的引领下，对民族歌剧有
更深层次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去探
讨民族歌剧如何传承、怎么延续、怎么发展，所
以我们把这个歌剧排演出来以后，后续我们还
要通过这样的歌剧形成一个中国民族歌剧的教
学体系。也就是说，未来会让这样优秀的民族
歌剧进入到我们的课堂里来，进入到我们的教
材里，进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里。让同
学们在这个基础上，真正懂得歌剧的制作流程
是怎么样的，歌剧的演唱是怎么样的，歌剧的表
演是怎么样的，歌剧这个舞台呈现是什么样，歌
剧对人物的塑造是怎么样的，歌剧的多媒体运
用是怎么样的。通过《二泉》这样高品质的剧，
同学们就会明白中国民族歌剧应该是这样的一
种呈现，那么在未来的学习上也会有更明确的

方向和目标。”王宏伟院长说。
对《二泉》这部民族歌剧，王宏伟院长表示，

未来要让这出戏能够流传下去，天津音乐学院
每年都要把这出戏拿出来演，“这次我们创排演
出后社会反响很好，也有一些演出机构来找我
们，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产教研学演一体化。未
来我们会让《二泉》这部戏走出去，目前我们计
划在国内巡演，下一步，我们将想方设法创造条
件和机会，带着《二泉》‘出海’，让读懂荷马的西
方人，也‘看见’阿炳，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希望这样一个中国故事能够走
出国门，让世界各地观众都能够看到这样一部
高品质的中国文化作品，同时在这样一个苦难的
音乐家的经历当中，感受到中国民族歌剧的魅
力，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

在此次专家研讨会上，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
展工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乔佩娟高度评价天津音
乐学院在剧目打造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探索。
《二泉》的卓越成就不仅体现在艺术表现上，更体
现在艺术教育融入实际表演中的教学与实践有效
结合上，极大地提升了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的水平
与质量，也进一步增强了剧目的文化影响力，这种
模式应该在当前的艺术教育中广泛推广。

让剧场成为民族歌剧人才培养重要一环

2012年，王宏伟院长从舞台走向讲台，开始
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在我人生道路上，有很多
前辈、老师给了我关心和指导，我觉得今天我有
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我需要去帮助这些年轻人，
需要帮他们在艺术道路上实现他们的艺术梦
想，我觉得这比单纯做一名歌唱家可能更有意
义。天津音乐学院是一个老牌的音乐学院，66
年的办学历程，底蕴深厚，建国之初，一大批音
乐家都是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今天这个接力棒
到了我们的手上，要把这个接力棒接好，应该让
天津音乐学院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一直传
承下去。”王宏伟院长说。

天津音乐学院将《二泉》作为教学剧目进行
经典化创排，不仅让学生从课堂走向舞台，更将
舞台转化为学习和实践的空间。这种教育模式
有效地将理论教学、艺术创作和职业实践结合起

来，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作为天津
音乐学院产教研学演一体化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的
推进，《二泉》的创排和演出是一次生动的实践。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雷佳表示，民族歌剧《二
泉》的排演无疑是一堂生动的歌剧表演专业课，
众多名师的指导，为师生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
实践机会。通过这次实践，学生们不仅能够亲
身体验传统音乐的魅力，还能直观地理解杨荫
浏抢录《二泉映月》这一“躺”在书本中的历史性
事件，从而加深对传统音乐的认知和感受，更加
促进了他们对艺术理想、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
的深入思考和领悟。

对于此次作为教学剧目创排《二泉》，著名
导演艺术家、歌剧教育家、民族歌剧《二泉》总导
演黄定山强调，“表演艺术一定是实践艺术，是
行动的艺术。特别是歌剧，它是所有舞台艺术
门类集合之大成，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如果仅在
课堂，坐在钢琴前，是教不出好学生的。在排演
歌剧的时候，老师们在现场排练，在舞台的课堂
上一对一的教学，现场指导学生不断地验证和
实践，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天津音乐学院探索
出产教研学演这样一个人才培养模式，应该说，
对整个艺术教育都会产生启示性的作用。

谈到中国民族歌剧和人才培养模式，王宏
伟院长认为，从延安时期的《白毛女》开始，再到
后来《洪湖赤卫队》、《江姐》等这些优秀的歌剧，
中国民族歌剧不乏精品，但是近些年在民族歌
剧的高原上还是缺乏高峰之作或者说传世之
作，虽然很多专业院团都在做歌剧，但是因为种
种原因，有些剧走不远。“究其原因，我作为一个
职业演员，有切身的感受，我们在人才的培养模
式上有问题。很多演员，你让他唱可以，但让他
演歌剧他不会演。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教学体系
里，没有把它形成一个好的机制和模式。”
“我们希望天津音乐学院未来能够把中国

民族歌剧的教学体系做好，也就是说中国民族
歌剧到底要怎么排怎么演，首先是从人才培养
的模式和机制上要探索，所以去年我们就在学
校做了改革，成立歌剧学院，通过教学课程的
设置、师资队伍的建设，形成产教研学演歌剧
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我们也加强学术与理论
研究，获批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民族歌剧人才
培养’项目，通过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来进一
步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去年我们请了全国
35位顶尖级的歌唱家、作曲家、导演、指挥、舞
美设计师、灯光设计师、化妆造型设计师，到天
津音乐学院来进行讲学。”王宏伟院长说。这些
专家都是最高水准的，比如歌唱家阎维文、导演
黄定山等艺术家，都是目前活跃在中国歌剧舞
台上的领军人物。
“随着这些艺术家的到来，我们也积累了一

定的人才培养经验，我们还把这些专家的讲课
内容，整理编辑成论文，在学报进行刊发，我们
也试图形成这样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让更
多人来认识中国民族歌剧。在这方面我们已经
初步做了一些探索，未来我们希望天津音乐学
院在中国民族歌剧的人才培养上，能够走出自
己独特的一条路。”王宏伟院长说。

作为一名中国文化艺术教育带头人，带领师
生在舞台表演，作为一名歌唱家在舞台上饰演阿
炳，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对此王宏伟院长表
示，“作为一名职业演员，一名军旅艺术家，我的
责任就是在舞台上把角色塑造好就行了，但是现
在不一样，作为大学的一名负责人，你的言行，你
的举止，都会影响到同学们，所以我在做这部剧
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在这部剧中不仅仅能够感受
到艺术的魅力，感受到一个职业歌唱家的素质和
精神，也能够感受到我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的这种
引领作用。作为中国民族歌剧的一名职业演员，
怎么能够带领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民族歌剧有
新的认知，怎么带领他们树立更高的人生目标，
让他们在中国民族歌剧的这条路上能够走出来，
走得更远，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兴趣把他推上了非遗传承之路

拉条、钻孔、打磨……见到杨柳青折扇制作
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徐广华时，他正在位于古文
化街的工作室里处理刚刚从仓库中取出的竹
料。做扇时，徐广华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工
作台前，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每一把扇子的
制作，都是一次人、物与时间的对话。

今年45岁的徐广华，中专毕业后就被分配
到天津市餐具厂的木器车间负责设计工作，由
于工作的关系，他对木工工艺逐渐熟悉起来。
由于工作地点距离青年路附近的旧物市场比较
近，他就经常利用午休的时间去逛逛，不仅如
此，他还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到沈阳道附近的旧
物市场溜达。
“我当时去这两个市场就是为了购买旧的扇

子。”徐广华回忆道，最初他买旧扇就是为了使
用，当时上班工资并不是很多，一把好的旧扇在
100多元，质量差一点的也有二三十元。他觉得
很多扇子做工比较粗糙，就想着将扇子加工得更
好一点，这才有了学习做扇子的念头。后来，徐
广华购买了一些有残缺的破扇，利用木匠工具和

技术先对旧扇进行修复，修好后再到沈阳道古物
市场去销售，一点一点积累经验。“有时候我就买
上好几把破扇，然后给他攒成一把好的扇子。”徐
广华说。

2002年前后，经人引荐，徐广华跟随杨柳青
折扇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郑高学习。2008
年，为了能真正学好这门技艺，徐广华也是将自
己豁了出去，办理了停薪留职，在没有任何经济
收入的前提下只身来到北京学习。虽然学习是
免费的，但是制作折扇的所有材料都需要自己
购买。为此，徐广华在学习期间，只要有时间，
就会往返于天津的沈阳道古物市场买残破的扇
子，修复后再卖。当师傅得知他是为了缓解经
济压力时，让徐广华从自己的店铺中挑选一些
新扇子到市场去摆摊销售。

由于徐广华有一定的木工基础，上手起来
就比较快速。不到一年的时间，徐广华就已经
能独立完成折扇制作了。徐广华介绍到，他学
习折扇技艺也是从最基础的方面学起，比如认
识制作扇子的竹子以及各种工具等。

由于折扇使用材料是竹子，而自己最早接
触的是木料，从材质和做工来讲，两者之间的用

力和精确度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竹子上有纤
维，制作时劲大和劲小都容易对扇子的造型产
生影响。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得坐得
住，其次得练。”这是学习折扇技艺时，师傅告诉
徐广华的第一句话，也是徐广华磨炼技艺的唯
一“窍门”。

在古扇中寻觅中国美学气韵

杨柳青折扇制作技艺和杨柳青年画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徐广华解释，“杨柳青折扇与杨
柳青年画有着紧密联系，其创始人是杨柳青年
画的画师戴廉增。后来，戴廉增在北京东打磨
厂开了前店后厂的扇画庄。年画和扇子都是季
节性的，而且能够互补。到了夏天，他用高档湘
妃竹做扇骨、杨柳青年画做扇面制作成的扇子，
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后来，杨柳青折扇制作
技艺成为北派制扇技艺的代表，传承者将技法
传播至京津冀晋等地。

制作杨柳青折扇，最重要的就是选料。每
年白露前后，徐广华都会去浙江安吉、安徽六安
等地挑选玉竹。竹子皮下水分比较大，而且有
的有虫害、划痕等，只有没有伤的竹子才行，此
外他选取的竹子单节要大于40厘米，直径要超
过20厘米，可以说每一根竹子都是千里挑一、万
里挑一。被选中的竹子，要截成1.2米至1.4米
的竹段，再放到当地的大锅里水煮，达到防虫、
防腐的效果。等运回天津后，还要在通风阴凉
的地方放置三四年，才能被用于制扇。

杨柳青折扇的制作过程则更为精良而讲

究，几十道制作工艺沿袭着传统手工技法，注重
小骨边薄中厚，排列整齐紧密，扇形平整中直，
流线感强，适于把玩。

杨柳青折扇讲究扇骨之美，尤以扇骨制作
工艺难度最大。扇骨是精华，由两根大骨和十
几根小骨组成，小骨必须做到完全一样。每根
小骨都要磨上万次，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指。
“这制扇考验的不仅是手艺人的手艺，更多的还
是耐心。”徐广华讲道。

对于这门技艺，徐广华坦言，最困难的环
节是给折扇做造型：折扇的造型包括古方、直
方、圆头、满牙、琴方、包袱头。包袱头就是两
边贴上锯片、有机材料等，它是最费材料，成本
最高的一类。其次就是圆头，要做一个正圆，
琴方做成像古琴形状的，直方就是没有尖，像
直棒子一样。徐广华最擅长做直方和古方造
型的折扇，因为这是制扇工艺的最标准造型。
他在学习的时候，这两种造型是练习最多的。
徐广华认为，这两种造型看似简单，其实越简
单的越难处理，需要耐心和细心。

徐广华说，近年来人们对文玩热度非常高，
喜欢折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也有人来找他
帮着修复收藏的残损折扇，所以他一直在研究
古老的制扇工艺、工序和制扇传统工具。

徐广华一直对古扇修复有着浓烈的兴趣，
看到一把残损的老扇子，他就想要去复原它。
徐广华表示，目前市面上出现的扇子，大部分都
是根据以前的扇子造型制作的。虽然造型很容
易模仿，但是韵味却模仿不出来。出现这种情

况，有可能就是尺寸差着一两毫米，或者竹子的
颜色、包浆程度等细微的差别。老扇子有种古
朴的浊气，谁能把这种气韵仿到了，那作品就是
人见人爱了。

徐广华表示，戴廉增当年做的折扇多为进
贡用品，扇头造型较多，有的上面镶玉、玳瑁、
珊瑚、象牙。“现在市面上的民国老扇子，80%
是残破的，有的藏友来找我们做修复，可又不
知道残的部分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得查资料，
到博物馆看古扇，经过研究，画出来残的部
分，然后再去修复。”为了让古扇保留岁月的
沉淀，徐广华谨记师父的教导，修复的过程中
秉持“修旧如旧”。这些年经徐广华之手修复
的珍贵古扇有三四百把，“能够让古扇焕发新
生，是让我特别高兴的事。”

徐广华收徒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有耐
心、能坐得住、有兴趣。因为制作折扇的工艺
很繁琐，对很多人来说，过程是很枯燥的。刘
乃鹤是徐广华的徒弟，由于进步很快，仅仅两
年，刘乃鹤就已具备了独挑大梁的能力。如
今，潜心折扇工艺的刘乃鹤，不仅在家乡开了
全市第一家折扇店，还受到当地重视，申请了
非遗项目。刘乃鹤认为，除了高超的技艺，他
更佩服师傅徐广华的豁达。不仅倾囊相授，还
亲自带他到南方各省去学习，并鼓励他“要记
百家之长，不要纠结所谓的南北派别。”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传统折
扇，不少年轻人开始学习这项技艺，更让徐广华
高兴的是折扇市场的下沉，这也让他对这项技
艺的传承和发扬更加有了信心。随着旅游市场
的兴起，折扇在很多景区都成为热门的旅游纪
念品。“如果只有中高端市场，终究是少数人的
游戏，只有变成大众化的实用器，这项技艺才能
长久地延续。”徐广华说。

对于下一步的打算，徐广华表示，还想继续
多带一些徒弟，只要有人想学他就教，为杨柳青
折扇制作技艺的传承和相关文化的传播，踏踏
实实地做一些工作。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谈民族歌剧《二泉》创排幕后

从音乐教室到公共剧场

拓宽艺术教育实践舞台
本报记者 郭晓莹

追踪热点
不久前，在2024天津音乐节

上亮相的民族歌剧《二泉》感动

了无数观众，四天五场演出，场

场爆满，座无虚席。这场大戏的创排和演出，是由

天津音乐学院近300名师生完成的。这部民族歌

剧的成功上演，不仅为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视听

享受，也彰显了天津音乐学院对艺术教育的深度

探索和创新实践，本报记者对天津音乐学院王宏

伟院长等专家进行了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