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刚结束西岙社
区木偶戏表演的李春鲜，正
在家里休息。今年三月，木
偶戏曲人李春鲜在桥下创
办新春花木偶剧团。

随着现代娱乐方式的
日趋多样化，木偶戏的前景
越来越堪忧，表演期缩短，
演出费用降低，观众日渐稀
少。在这样的局面下，她仍
旧坚持创办木偶剧团。有
人说这是一种坚守，也有人
说这是剑走偏锋。姑且不
论木偶剧团今后局面如何，
但眼下团长李春鲜做了一
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在木偶戏日薄西山之际，年已半百的艺人李春鲜却创办了新春花木偶剧团，此举令诸多人不解。她说——

即便市场寡淡亦是满足

记者手记>>>

木偶戏？独角戏？
最早接触木偶戏大约是在2010年，当时为了采

访木偶世家——非遗传承人叶月娥老人。但较为可

惜的是，在前几年，这个家族式的木偶剧团，因挑大

梁的叶月娥和老伴年事已高等原因而解散。但其生

动鲜活的木偶戏表演和悠扬的唱腔成了戏迷的记

忆。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永嘉木偶剧团

仅剩2家，加上今年3月李春鲜刚创办的新春花剧

团，才3家。木偶戏与其他戏曲都要求艺人要拥有

完美的唱腔，不同的是，其表演需人偶合一，技术娴

熟。

李春鲜告诉记者，木偶戏曲，要练就强壮的臂

力，提线木偶双脚稳稳落地，走路姿势，面部表情等

都需要一定技巧控制。记者一时手痒，也特地尝试

了提线木偶。单单提着4、5斤重的木偶就已经觉得

吃力，原本想试着向前迈步，单找哪条线就已经犯难

了，只好作罢。

据了解，我县曾经创办过永嘉木偶戏团，成员几

乎都是叶月娥父亲的学徒，后因文革解散了，现在全

县木偶艺人已所剩无几。50岁的李春鲜有可能是

最为年轻的木偶戏曲艺人了，但可惜的是，她并没有

学徒，因年轻人已不再推崇这门艺术。同时，辛苦的

付出，得到的却是低廉的报酬（一天数场表演，收入

约200元），这也是不少人不愿去碰触这一行业的原

因。如今永嘉木偶传播，也仅仅靠李春鲜这样屈指

可数、真正把木偶表演艺术视为生命的艺人坚守了。

50岁的李春鲜，作为木偶表演者而言，
不仅资历深，而且年纪轻，因此成了不少木
偶剧团的香饽饽。无论在永嘉民间戏曲圈，
还是文成、青田等县区都曾多次邀请过，也
代表木偶戏曲人进学校表演。

目前，剧团仍在筹备阶段，李春鲜就已
经受到不少社区的邀请。但是民众娱乐方式
改变，也导致木偶剧团市场前景仍旧堪忧。

记者也询问过，为何李春鲜在这样的环
境下仍旧坚持创办木偶剧团。

李春鲜说，自己也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木
偶戏。看着不少木偶剧团解散，木偶戏已不
复当年，让她觉得很惋惜。“即使木偶剧团
演出少，即使木偶最终搁置，我也感觉很满
足。”

李春鲜剧团里共有 12位成员，多数都是其
相知相熟的戏曲圈朋友。因为木偶剧团并不
吃香，大多邀请者以还愿戏、唱太平戏为
主，所以成员与剧团并没有捆绑。只有在演
出时，才聚在一起，平时也可自由安排。

对于木偶戏曲将来发展，李春鲜更看重
当下。她计划排一些新曲目，希望能吸引更
多群众的认识、喜欢木偶。

记者 胡艺罗文/摄

本周，记者特意前往桥下，约见李春鲜。

在桥下镇桥下村一座普通的民宅里，挂
满了十几个生动灵活的木偶人。这里就是李
春鲜住宅，也同样是她的剧团办公地之一。
因采访需要，剧团演出的木偶都被悬挂于客
厅铁栏杆上。

右手提起木偶，左手利索地捋出三根线，
李春鲜轻轻拨动，其手底下的木偶，如同被施
咒了一般，开始灵活起来。眼睛开始灵活转

动，双腿也有模有样地走动起来，无疑成了台
上所见的生动的戏曲人物。

李春鲜手中的木偶，不似旧时农村所见的
木偶，她的木偶更大，更重。“旧时的木偶高约60
公分，几乎用10余条长短不一的线操控躯干四
肢，一人最多同时操控4-6个木偶。而现在所
看到的木偶，则高约97公分，也有十多条线控
制，单单木偶一只手就有三条线控制。由于每
个木偶平均重量在4-5斤左右，最重的达7斤，

所以现在操控几乎一人一偶。”
今年三月，李春鲜花费十多万元创办了

新春花木偶剧团，大部分的费用则全部花在
木偶的购买上。“现在做木偶剧团的师傅很
少，手工费比较昂贵，单单一个嘴巴能动的木
偶头，就要一千元，整个木偶人要三千元以
上。而木偶戏服则要三百元以上，木偶头上
装饰品也同样价值不菲。”

在李春鲜家中二楼，还有许多未完成的

木偶人。李春鲜说，创办之初工序十分繁琐，
最麻烦的是完成 40多个木偶不同扮相。“为
了减轻木偶人的重量，身体部分则是竹编外
框，内置许多海绵而成。我需要把木偶人拼
接完成，为其穿上戏服，头饰打扮以及穿线。”
经过李春鲜打扮的木偶人，戏曲人物形象已
然上身。灵动的木偶全凭表演者操纵，或击
鼓弹唱，或跃马扬鞭，皆能动作敏捷。同样，
通过对不同木偶的操作，每个木偶的表情、走

路都会有不同，独具个性。如旦角，遮面含
笑，带有大家闺秀之范；如丑角，步伐轻快，眼
珠灵活等。

“哪来这么多木偶人!小时候常在戏台上
听，之后就很少见了。”“知道你会唱戏，原来
你还会提线木偶，真是难得。”

“这木偶戏，如同真人在演戏般。”采访当
天，不少经过的邻里，不免被被木偶吸引，与
李春鲜唠嗑几句。

今年 50岁的李春鲜是巽宅下谢村人，23
岁时候嫁到桥下。虽说不是出生于戏曲世
家，但其所在村落几乎每个人都会唱几句乱
弹戏，氛围非常浓厚。

“自己小时候很爱音乐、戏曲。当时年纪
还小不能上学，所以常常等着下课临近点时，
跑到哥哥所在的小学旁听。学校每次下课前
都会集中在操场唱歌，每一次唱的歌都不一
样。”李春鲜说。

李春鲜的父亲虽然不是戏曲艺人，但很
喜欢木偶剧。当时父亲在村里是一位赤脚医
生，擅长治疗儿科急症，有一定的名气，算是
村里较为富裕的人家。于是在他人的邀请
下，喜欢戏曲的父亲出资创办了村里唯一的
木偶剧团下谢剧团。

“14岁时，父亲以一个月 75元的工资，请
来了一位戏曲老师，专门教我唱瓯剧。15岁，
我又到青田拜师学提线木偶技艺。”李春鲜

说，每一门技术都是需要不断积累实践后，学
艺方能更进一步。16岁时，李春鲜凭着一口
好嗓音及木偶技巧，开始跟着父亲所创办的
下谢木偶剧团四处演出。

曾几何时，在楠溪上游，这种具有浓郁生
活气息的“傀儡戏”曾红极一时，是当地老百
姓主要的观赏娱乐节目之一。

但是八十年代初，当时闭塞的永嘉地区
仍旧不让木偶剧团演出，但仍旧没挡住喜爱

戏曲、爱热闹的村民们。尤其在正月、春节前
后，永嘉一些偏远村落，乐清等地都会偷偷请
一些剧团到村里演出。“在乐清表演时曾遇
险，怕被人抓到。当时村长就带着我们躲到
粮仓里藏起来。一躲就是整整一天，别说多
吓人了。”李春鲜回忆说。

过去，木偶戏演出设施比较简单，随时随地
展架箱板，搭起一座长1米、宽约0.3米的舞台，
锣鼓一敲，开张演戏。下谢木偶剧团不过五六

人，他们都是挑着剧团所有行当，在村里表演
3—7天，一天演两场，一场就是3个小时。

李春鲜说：“木偶剧团因为人员少，布景
占地小，价钱一天也才 15元-30元不等。”在
90年代中期，李春鲜父亲所创办的木偶剧团
也因市场萎靡而解散了。下谢剧团解散后，
李春鲜仍旧没有停止木偶戏曲的表演。她开
始与温州小南门原今星木偶剧团合作，一直
到现在。

欲排新曲目，吸引大众

14岁学艺，一直坚持至今

50岁圆梦，为木偶梳妆打扮并创办剧团
































 

李春鲜为记者演示

给木偶“梳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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