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 新 演 出 形 式 打 造 特 色 作 品

10文化视点
2024年12月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胡春萌 美术编辑：卞锐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果兆静 用绒花技艺展现传统文化之大美
本报记者 孙瑜

“绢花之乡”里的花样年华

果兆静的家乡是武清区曹子里镇，那里有
着“绢花之乡”的美誉。绒绢花制作技艺在这个
镇子流传几百年。果兆静的祖辈世代以绒花制
作加工为生。据相关记载，明清时代，曹子里镇
的人们，就有在年节戴花、屋内摆花、窗上插花
的习俗。伴随着做花技艺传入当地，曹子里镇
的家家户户开始进行家庭生产售卖，逐渐吸引
达官显贵前来定制，促成了京畿一带花业的兴
起，“花儿金”“花儿刘”等手艺人相继出现，绢花
技艺也不断发扬光大起来。

现如今，曹子里镇制作的绢花占据了天津
市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技
艺，绢花生产从手工制作到规模化生产，又发展
出绒花、丝花、拉花等百余个品种。曹子里绢花
制作技艺被认定为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果兆静的家位于武清区曹子镇前街村附
近，如今该村是当地六个绢花专业村之一，周边
遍布着制作绒绢花的工厂。沿着村子里的一条
石子路走，记者就来到了她家，推开两扇大铁
门，院落中坐落着两处平房，其中位于院落最里
面的一处平房就是果兆静的工作室。该处平房
分成里外两间，最外面的房间用于存放果兆静
制作绒花的原料和制作工具，里面的房间是她
的制作“车间”。

此时，果兆静正坐在工作台前紧张地忙碌
着，工作台上摆满了制作绒花的工具以及制作

好的红色绒花。果兆静个子不高，梳着一个大
盘头。由于每天直播，果兆静的头上戴满了自
己制作好的绒花，她一边用手机与“粉丝”进行
互动，一边还要不停地做各种绒花。这就是她
每天工作的常态。由于常年制作绒花，她的双
手已经磨出很多的茧子。

果兆静从记事起，就与颜色鲜艳的绒条打
起了交道。在过去，这门手艺的传承依靠的就
是一代代人的口口相传。每当果兆静与爷爷奶
奶一起做绒花时，老人家都会讲起老年间关于
绒花的历史故事，听到精彩处她还会停下手里
的活，仔细聆听起来。不仅如此，爷爷奶奶还一
边做活儿一边向她传授绒花制作的一些技艺，
比如，以前给蚕丝烫平都使用烧火的熨斗，在烧
熨斗时，火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烫蚕丝的效果，爷
爷奶奶就经常给她进行示范，而且让她使用烫
纸来练习。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果兆静就开始帮家里
做绒花。这么小的孩子按说都贪玩儿，她却对
这项工作很积极。果兆静当时的想法也很单
纯，就是不想找家里要零花钱，做绒花可以自己
攒钱买糖吃。当时冰棍才2分钱一根，做一年
的绒花可以赚100元，对于她来说已经算一笔
“巨款”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果兆静对做绒
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长辈们也不间断地将自
己掌握的绒花制作技艺传给她。

果兆静在8岁那年，由于一次意外，她的脊
柱错位，落下了肢体四级残疾。伴随着年龄的
增长，她逐渐意识到必须要学一门手艺来养活

自己，制作绒花也从一项赚零花钱的业余爱好，
变成了长大后很有可能从事的安身立命的事
业。虽然是面对同样一项技艺，但是目的不一
样，果兆静对自己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她从头学
起，从使用镊子开始练。由于做好的绒花需要
用镊子将珠子、光片粘在上面，因此使用镊子成
为这门技艺的基本功。

制作绒花的工序十分繁琐，往往要分很多
个步骤进行。果兆静说，蚕丝作为绒花制作的
原材料是无法直接使用的，需要先做一些准备
工作——将蚕丝煮熟，再进行绷、劈、梳绒、染色
等处理，将后期需要用的铜丝进行退火软化处
理，使后面的栓拍子更加顺利。栓拍子后是剪
拍子、打尖儿、修条、传花等工序。

果兆静制作的绒花多采用植物染色，比如
地黄、香椿树叶以及松木等。在果兆静看来，植
物染色这个过程，给绒花制作增加了不确定性，
受环境、温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很多颜色是可遇
不可求。比如，用鲜地黄染制的黄色被称为御
黄，想染这个颜色，需要等到每年的三月中旬到
四月去采挖地黄。今年，她用了一周的时间，跑
了十几里路才挖到合格的地黄，而且也只挖到
了246克，仅能用于一次染色，这就导致纯手工
制作的绒花产品成本高且难以量产，但也正是
这样一种顺应自然的创作方式，让传统手工绒
花制作多了些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

多种艺术相结合为非遗增色

果兆静大专毕业后，曾经先后就职于一家
医院和一所幼儿园，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她对绒
花的热爱一点也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果兆静还是决定辞掉稳
定的工作，开始用自己喜欢的绒花进行创业。

近年来，一些古装影视剧的热播，使越来越
多人开始了解绒花、喜欢绒花。很多生产企业

和爱好者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也开始
“卷”起来。与现代绒花产品相比，传统手工绒花
产品在产量和价格上都没有优势，那么如何打造
有特色的绒花产品，也成了每个纯手工传统绒花
生产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果兆静认为，静花缘绒花制作技艺由于是纯
手工制作，繁琐的步骤以及市场萎缩等因素，导致
其难以提高产量，仅靠传统产品的生产和贩售是
没有出路的。她现在要做的不仅是传承技艺，更
要通过文化的传播，去“唤醒”市场和吸引顾客。

2020年前后，果兆静在网上观看与文物相关的
科普宣传时，偶然看到明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
立即被凤冠华贵雍容的造型给吸引住了。此前，果
兆静还仿制过明孝靖皇后的另一顶三龙二凤冠，但
当时使用的多是绣片工艺和很少的掐丝工艺。这一
次，她打算挑战自己——仿制十二龙九凤冠。

据相关资料显示，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
米、口径18.5至19厘米，博鬓长23厘米、宽5.5厘
米，金口圈宽0.7至1厘米。全冠共有宝石121块，
珍珠3588颗，小红宝石18块。冠总重2595克。
虽然数据很多，但是每个零部件的细节是怎样的，
通过网络上的视频或图片果兆静根本无法了解。
为了能近距离观看到凤冠的实物，果兆静多次往
返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

有一回，当果兆静站在博物馆的门口排队等
待进入时，一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觉得她特别眼
熟，就询问起来：“你是不是刚才排过一次队了。”
果兆静笑着点头。原来，由于博物馆里参观者太
多，她不好意思一直停留在凤冠展位上观看，就只
能多次排队进展厅。最后，等到她从博物馆出来
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为了制作绒花版十二龙九凤冠，果兆静先是
用一年时间观摩实物、图片，然后花费3个月的时
间设计制作完成。为了尽快仿制出来，果兆静的
工作状态用夜以继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她每
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想如何去制作，白天立即把前

一天晚上的新想法进行实验和落实。凤冠上使用
了点翠工艺，在反复研究后，果兆静觉得使用绒花
掐丝工艺一样可以复原翠羽本身的光泽和鲜丽色
彩。随后，她开始在网上寻找用于点翠的各种羽
毛照片，用绒花工艺模拟羽毛的颜色和形态，经过
反复实验比对，最终完成了仿制。在制作时，果兆
静用铜丝来搭建凤冠骨架。在进行内外布料缝合
时，因为凤冠结构特殊，有的地方是盲绣，扎手反
而成了她这个绒花制作老手的家常便饭，凤冠制
作完成后，她的手已是伤痕累累。

绒花版十二龙九凤冠的诞生，让果兆静得到
了同行的认可，也找到了发展的新路。2023年，果
兆静先后参加了第十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展示等活动，她
制作的绒花产品受到众多参观者和媒体的关注。

目前，果兆静向多名学生讲授绒花制作技艺，
同时果兆静在直播中不仅做花、卖花，而且还讲
花，“粉丝”人数已经达到几千人。如果有“粉丝”
想学习这门非遗技艺，果兆静也会免费传授。她
会将录制好的绒花制作技艺展示视频转发给“粉
丝”。不仅如此，果兆静在参加各类展会时，经常
做一些绒花制品的创新产品，向不同人群讲述相
应的非遗知识。今年，果兆静还参加了在天津大
学举办的京津冀传统技艺非遗产品设计和品牌营
销研修班，开拓了自己的创作和发展思路。

在果兆静看来，爷爷和父亲那一辈从事绒花
制作，更多的是为提高生活水平而奔忙，做更好看
的花，卖出更多的花。现如今延续到她这一代，传
承的意义更加突显。果兆静坦言，要在传统的技艺
中加上自己一些新东西，才能将这门非遗技艺传承
好，例如把绒花设计成胸针、耳坠、簪子、摆件等，让
绒花的消费使用范围扩大。同时，果兆静还不断地
向不同门类非遗吸收营养，比如葫芦烙画、剪纸等，
多种非遗技艺和其美学特点都可以在她的创意绒
花作品中呈现出来。果兆静坦言：“传承非遗，发展
非遗，这是我们这一代传承人的责任。”

◆ 同一主题+多曲艺种类

展现传统文化“艺苑芬芳”

说到《芙蓉·晴雯》专场演出的初衷，夏炎
介绍，天津市曲艺团在2024年打造了“艺苑芬
芳”曲艺品牌的系列演出，团里把高质量的节
目和演出形式都汇集于此，形成一个品牌系
列。除了《红楼梦》主题的《芙蓉·晴雯》之外，
天津市曲艺团还推出了《三国演义》《红岩》等
多个曲艺专场演出。“在策划中，我们把观众喜
欢的节目内容以及天津市曲艺团保留的优秀
红色经典曲目进行专场的集中展示，这不仅迎
合了观众的需求，更是把这些优秀的作品进行
整理和二度创作。比如，我们在舞美方面进行
优化，提升舞台美感；对全团演员进行表演训
练，提升他们在各种舞台上的表现力，特别是
将小剧场演出和茶楼表演方式进行区分，让观
众有不同的观演体验感，从而使演出更好地适
应不同观众的需求，展示天津市曲艺团的艺术
底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那么，这种创新形式的曲艺专场，经过舞台
的表演实践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
“这些曲艺专场从票房数据上看，已经达到

了预期的目标，通过观众的现场反馈，观众在各
网络平台上发出的演出视频和评论、点赞等情
况，我们可以看出，观众对天津市曲艺团今年的
演出安排是非常认可的。”夏炎说。

主题性演出，需要让不同节目既百花齐放、
各美其美，又互相衔接映衬，从而形成艺术与精
神的合力。那么天津市曲艺团在设计新的演出
形式时，有哪些考量呢？

在夏炎看来：“这些创新形式的主题演出，
首先要考虑可执行性，既要呈现高品质舞台美
感，又要保证演出内容的原汁原味；既要用新形
式去展现，又要考虑曲艺艺术的根本特征。无
论怎么改革，如何创新，也不能离开曲艺艺术的
专属特性——说书讲故事。所以在舞美设计
上，既要有当今舞台美术的艺术感，又不能太繁
琐，以至令观众感觉是成为一个剧的错觉。创
新的度很重要，我们和舞美团队进行了长期的
磨合，也做了很多种方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艺术核心在于‘意’，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体现于
此，所以舞台美术的意境和专场所表现的意境
要一致，舞台美术服务的对象不是角色，而是说
书人，这就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 名著+名段+创意演绎

传承经典突出天津曲艺特色

“本场演出的曲艺曲种得益于天津市曲艺
团建团七十一年以来各时期的艺术创作成果。
长期以来，天津市曲艺团各个曲种的艺术家从
说新唱新、挖掘整理、经典保留这三个方面创
作、发展及传承下来的艺术作品，为团里留下了
宝贵的财富。本场以《红楼梦》为主题的《芙蓉·
晴雯》曲艺专场演出汇集了天津市曲艺团各时
期优秀的晴雯节目，甚至一个节目有多个曲种
可以表现，至于由哪个曲种进行展示，也是根据
全场的整体呈现而确定的。”夏炎说。
“例如，选择以评书来贯串全场，首先是考

虑到我团优秀的评书演员王静老师口风纯正，
业务能力很强；其次，曲艺专场打破以往碎片化
的演出，集结整个剧情，用评书来贯串，既能引

领新观众更好地了解唱段的前因后果，又能给
在舞台上进行演唱的演员铺垫好，让演唱的唱
段核心一下子就能被观众所捕捉。这样，观众
在观看欣赏中就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长，这
就是曲艺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
通过这样的创新，培养一批新的曲艺观众，促进
他们可以更好地读懂名著，更快地掌握欣赏曲
艺的门道。”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

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
公子空牵念。”这是曹雪芹写给晴雯的绝唱。从
这个判词上来看，晴雯这个人物是曹雪芹在写
《红楼梦》这部小书中最重视的一个丫鬟。这段
判文是对晴雯的描述，她的性格、她一生的遭遇
都浓缩于此。“她虽然只是一个丫鬟，但却是大
观园里很独特的一个人，她有着自己的魅力。
作为本次专场演出的主角，晴雯的故事在曲艺
中表现形式很多，在演员中也能产生共鸣，此次
专场就集中呈现这个人物的故事。”夏炎说。
“每一次做这样的创新项目，都是我们大胆

地往前迈一步，我们一直在往前走，我们的核心
竞争力就是节目，此次的《红楼梦》主题专场为
什么要选择晴雯为主角呢？关于晴雯的故事，
很多曲种都有所呈现，而且每一个晴雯的节目
都堪称是经典。所以这一次创新形式的整场演
出都是我们团的艺术家们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晴
雯节目，甚至还有新中国成立以前创作的精
品。我们把这些经过多年舞台演出实践并取得
成功的作品，聚集到一块，正好能形成《晴雯撕
扇》《晴雯补裘》等一系列精彩的节目。我们不
单单传承曲艺曲种，我们还要传承团里老一辈
艺术家的艺术成果，人去楼空不行，人去了作品
还要一辈一辈地传承下去。”夏炎说。

在这场《芙蓉·晴雯》曲艺专场演出中，最难
的设计环节是节目的选定。在曲艺中，关于晴
雯的节目可谓段段是经典，演员们积极性都很
高。作为主创该怎么选择、调配？夏炎表示：
“既要保障演出质量，又要把曲艺团有代表性的
曲种展示出来。尤其是天津时调，是极具天津

特色的曲种。于是我们大胆地把曹雪芹先生写的
《晴雯歌》装腔天津时调，选择比较灵动的旋律，还
要有传统的味道，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天津时
调小段。演员们也打趣说，曹雪芹先生万万没想
到自己的作品如今用天津时调演唱了。”
“我们是天津市曲艺团，必然要保护好天津时

调，所以在这次主题专场演出中我们特意推出天
津时调，整场演出也只有这一段天津时调是我们
最新推出的原创作品，其他节目都是大家非常喜
欢的经典曲目，我们把这些历史上的精品节目梳
理出来，把精华全部荟萃集结在这个专场演出
中。”夏炎说。
“我是唱刘派京韵大鼓的，作为一名曲艺演唱

者，对主题专场演出也很感兴趣。曲艺节目日常
的演出，就像杂拌糖一样，各种口味都有，且各自
演唱的主题还都不一致。而我们推出的这种主题
专场的创新演出形式，凸显《红楼梦》底蕴文化，从
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从撕扇开
始一直走到人生落幕，到宝玉去祭奠她，她到底发
生了什么？到底这个人为什么会走到那样的一个
结局，我们把它梳理出来，把每一个经典的曲艺单
段节目，以评书来贯串，给大家讲清楚。通过这次
专场演出，好多年轻人都看懂了节目要表达的内
涵，真正感受到了晴雯这个人物到底遭遇了什
么。”夏炎说。

本次专场演出在舞美上也是做了很大的创
新，把舞台上的美感充分体现出来。例如，在谢
幕的过程中，花瓣飘落，演员分别伴随着乐队老师
演奏的《晴雯歌》走出，此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
声。演出结束后，观众迟迟不愿离场，掌声久久不
息，于是演员和乐队又一次谢幕。有一位现场观
众留言，“近些年来最好看的鼓曲演出，在鼓曲发
展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出”。观众的高度认
可，对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们来说也是一种极大
的振奋和鼓舞。

夏炎介绍，作为曲艺从业者，对于每一个经典
名著的唱段，演员都会去拜读原著，深入了解和掌
握其演唱节目的前因后果。喜欢听鼓曲的观众也
会通过对曲艺唱段的欣赏，从而对《红楼梦》这样

的名著产生极大的兴趣。所以曲艺节目对古典名
著的推广和传承，也有一定的重要作用。同一个
节目，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也会有很强的时代感，
虽然《红楼梦》这部巨著距今已经上百年了，但是
通过曲艺演员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也会赋予这部
巨著一定的时代感，但同时又不失它厚重的底蕴。

提到这种专题性演出的计划，夏炎表示，鉴于
此次《芙蓉·晴雯》曲艺专场演出的成功，在总结经
验的同时，天津市曲艺团还策划了纪念曹雪芹先
生诞辰310周年的《红楼梦中曲》的系列演出，届
时还将推出以“宝黛钗”为核心的专场，此外，天津
市曲艺团还正在策划开展以《红楼梦》中另一重要
角色“王熙凤”为主题的曲艺演出。

除了《红楼梦》这三个专场，天津市曲艺团还
将在明年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推出一
批以保卫天津为主题的曲艺节目，来说天津唱天
津。与《红楼梦》主题专场演出不同的是，这些曲
艺节目全部是新作品。

◆ 曲艺+戏剧

多元展示天津文化底蕴

今年12月19日与20日，天津市曲艺团还将
推出一部时长2个小时的曲艺剧《海河·故影》。
在这部曲艺剧中，曲艺演员将全程用天津话进行
演出，挑战性很强。“以曲艺剧的形式来呈现天津
的故事，是近些年来天津市曲艺团连续排剧积累
经验之后的一个大胆尝试。”夏炎说。
《海河·故影》这部曲艺剧的主旨是“浓浓的天

津味，暖暖的天津卫”，天津人古道热肠，心直口
快，天津人行侠仗义，手留余香……所以这个剧通
篇用天津话来演出，用天津时调等极具代表性的
曲艺形式来进行综合呈现，舞台上的舞美也会有
很强的时代代入感。
《海河·故影》这部曲艺剧展现了天津上世纪

20年代、上世纪80年代以及现在的故事。“我们希
望通过曲艺的形式去做剧，曲艺剧和话剧还是有
着很大的区别，曲艺互动感强，演员的表演方式和
话剧演员也不一样，所以呈现出来的剧的感觉也
不一样。音乐设计蕴含了我们传统的天津元素，
比如《画扇面》这个天津小调，我们希望通过这部
曲艺剧集中展现天津的文化和底蕴，让观众看到
天津的发展，了解天津的文化。”夏炎介绍。

从传承方面，《海河·故影》这部曲艺剧融入
了具有天津特色和具有天津曲艺代表性的曲艺
曲种，包括天津时调、天津快板、天津民间小调、
京东大鼓、京韵大鼓、相声、评书等。“天津市曲
艺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近些年举办
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努力让非遗艺术走进青年观
众群体。而《海河·故影》这部曲艺剧，将会以风
趣幽默的表演方式来呈现艺术，通过剧情引出曲
艺非遗展示，这样会让非遗艺术更容易被观众接
受和喜爱。”
“《海河·故影》这部曲艺剧突破了单一的舞台

表演模式，突破了传统曲艺唱表模式，突破了曲艺
的传统创作方式。”夏炎表示，《海河·故影》这部曲
艺剧的亮点之一就是记录了城市的记忆，全剧通
过展示天津不同时代的故事，展现了天津人热情、
好客、侠肝义胆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城市文化色
彩，同时也表现了天津这座城市给老百姓带来的
幸福感。“这部曲艺剧还有一个亮点则体现在演出
阵容上，我们的演员以中青年为主，在剧中充分给
予演员们锻炼的空间，充分发挥了演员们的艺术
创作能力，让每位演员都实现了自我挑战，为传统
文化艺术传承搭建了平台，同时也更加坚定了青
年演员的文化自信心。”

追踪热点
日前，天津市曲艺团推出了以《红楼梦》为主题的《芙蓉·晴雯》曲艺专场演出，梅花大鼓、天津时调、京韵大鼓等多种曲艺形式荟萃一堂，以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来讲述《红楼

梦》中的故事，如《晴雯撕扇》《晴雯补裘》《探晴雯》……全场节目以评书来贯串。演出结束后，观众迟迟不愿离场，掌声久久不息。这种主题专场的创新形式演出，受到了广大观

众的认可。在12月19日，曲艺剧《海河·故影》也将在中华剧院拉开帷幕，以“曲艺+戏剧”的形式，给观众带来更为多元的艺术体验。近年来，为繁荣曲艺演出市场，打破“圈层”，

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感受曲艺的魅力，天津市曲艺团针对曲艺演出形式进行了多种创新尝试，本报记者对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夏炎进行了专访。

绒花，又称作宮花或喜花，工艺精美，不仅

外观雍容华丽，还谐音“荣华”。非遗绒花制作技

艺以天然蚕丝和铜丝作为原材料，旧时多用于民

间的民俗节事与礼仪装饰之中，绒花寓意造型大

多取自民间生活，符号祥瑞，用以表达吉祥如意。

果兆静是武清区静花缘绒花制作技艺的第

三代传承人，由于自幼受到家庭熏陶，她不仅熟

练掌握了非遗技艺，还形成了独特的绒花制作

风格。近年来，她在坚持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

还把非遗技艺介绍给更多爱好者，同时通过绒

花产品的创新，将绒花制作技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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