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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木偶戏历来被诸多史学家视为“百戏之祖”。而海派木偶戏得益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文化的滋养下，成为了当今中国木偶中最为重要

的支派。以海派木偶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入手，结合当前已有的数字化木偶戏案例以及海派木偶戏发展状况总结出当前海派木偶戏在数

字化创新保护与传承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海派木偶戏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承的方向，结合数字媒体相关知识使其于海派木偶戏相结合，提

出海派木偶戏创新化保护与传承对策，使海派木偶戏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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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木偶戏历来被诸多史学家视为“百戏之祖”。而海派木偶戏得

益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文化的滋养下，成为了当今中国木偶中最为

重要的支派。海派木偶戏的特色是将西方故事和中方木偶样式进行

结合，彻底改变了木偶戏仅沿用传统戏剧目的表演方式。海派木偶

戏的表演形式非常适用于儿童教育，它以自己新颖的表演方式，培

养了孩子们对戏剧的热爱、美术的兴趣和对表演艺术的向往。2011

年，海派木偶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 近年来，海

派木偶戏参与国际交流更为频繁，方式更为多样。为更好地实现“走

出去，请进来”，海派木偶戏从业者不断开拓国际交流市场，每年

都要参与各种 A 类国际木偶大赛，并频频赢得大奖。 

由于时代的发展，现代科技的新娱乐产品迅速进入到生活中，

特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人们的生活娱乐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剧

场类的传统演出尤其受到冲击。因此海派木偶戏在严峻的商业市场

运作中举步维艰，在传承中也遇到了诸多阻碍。所以必须正视海派

木偶戏保护与传承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利用数字化的手段使得海派

木偶戏这种民间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 

二、海派木偶戏的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的概念 

2.1 数字化的概念 

数字化即对数字技术逻辑及其影响的概括，它是基于大数据发

展下的一种数字化业态，数字化将虚拟大数据信息经过处理转为可

视化数据信息，通过信息模型建立适应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数字化

已然成为传统技术变革与现代产业创新 的重要引擎，数据化技术

是大数据时代、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网络气息、

信息气息及数据气息，它与数据信息时代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数据

信息时代的发展带动了数据化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呈现出数字多样

化常态。2 

2.2  海派木偶戏与数字化 

海派木偶戏数字化保护，主要是把数字化创新技术与海派木偶

戏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构建海派木偶戏数字化创新保护与传承机

制。海派木偶戏经过数字媒体进行创新综合处理，形成数字化手段

展示、传播等，达到创新化保护与传承的目的。数字化技术只是一

种技术支持，根本目的是使海派木偶戏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通过

开放式资源共享形成生态的海派木偶戏数字保护与传承的业态，以

新视角、新体验对海派木偶戏进行欣赏学习。 

三、海派木偶戏数字化传承构想 

在这个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许多儿童及年轻人不愿意亲自

到木偶剧团观看演出。怎样利用数字媒体去保护以及传承，本人对

于海派木偶戏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做出了以下四

点建议。 

1. 多元形式的数字化传播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不断推进，数字媒介平台的多元化已不断深

入到人们的生活中。通过对于海派木偶戏的经典剧目，进行整理，

将它进行分类保存或者进行筛选剪辑，在各类数字平台上宣传播

放，从精神文化方面去引领和渲染受众，使得更多年轻人通过数字

媒介平台了解到海派木偶戏的存在。 

2. 动漫化教育、展览及延伸发展衍生品 

海派木偶戏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儿童。3 海派木偶戏要实现更好

地传承和保护，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尝试对相关经典剧本、人物及

情景的动漫化进行改编。通过对海派木偶戏的元素、符号、剧本等

相关因素进行重新创造与制作，也可对于所改编的剧目进行文创产

品的设计。 

3. 建立木偶戏数字化博物馆 

海派木偶戏现在的发展状况来看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在

现在上海的南京西路的仙乐斯广场五楼有一个关于海派木偶戏的

展厅里面囊括了海派木偶戏以及木偶戏的发展历史是一个非常成

熟的博物馆。（如图一、二）线上可以通过虚拟技术对来建立一个

数字化博物馆。 

  
图一                             图二 

4. 强化与院校交流，培养海派木偶戏数字化传承人才 

加强与中小学校合作，可以培养出对于海派木偶戏有真正兴趣

的人才。在大学内设置相关专业。尤其是加强与本科院校开设数字

化、艺术设计等专业，进行长期深度合作，使更多人了解海派木偶

戏的存在。 现在的海派木偶戏在上海也是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在上海戏剧学院专门设立了戏曲表演－木偶表演与造型本科

专业，专门为了向全国各地输送高级专门人才。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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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派木偶戏数字化传承实例模型——设计海派木偶戏的

app 

1.设计海派木偶戏 app 的构想 

在搜寻海派木偶戏的过程中发现关于海派木偶戏的资料既零

散又非常少，只有几个娱乐频道对于海派木偶戏做了采访，而网上

仅有的关于海派木偶戏的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纪录片。在搜查关于

海派木偶戏相关公众号的同时，发现只有一两个关于上海木偶剧团

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表演海派木偶戏的剧团里面也并未有关于海

派木偶戏的详细介绍。 

2.设计 app 的五大板块 

2.1 海派木偶戏详细介绍板块 

对于海派木偶戏的介绍网上资料并不是很多，但所幸有一本非

物质文化遗产系列里面的《海派木偶戏》书为此提供资料。介绍板

块可以从海派木偶戏是什么、它的发展历史、它与皮影戏的关系、

它的经典剧目等这几个板块出发对它进行一个描述。描述的画面利

用可视化的方式，用尽量精简的语言和有趣的画面去吸引观众，在

能力范围之内具有一定的交互手段。 

2.2 海派木偶戏经典剧目视频 

在前文中有提到关于海派木偶戏相关视频资料的零散以及缺

少，在这一板块中，不仅是要对现有资料的收集更要做的是对于经

典剧目重现，利用专业化影视拍摄，将它进行分类保存，放进 app

这一板块之中。 

2.3 海派木偶戏（上海木偶剧团）VR 实景 

而因为知名度并不是很高所以观看人数并不是很多。VR 实景

拍摄技术则能让更多想要了解他们的人在网上就能看到展厅里面

的样子以及木偶的形态。可以用鼠标随意拖动观看或通过佩戴虚拟

现实设备(如 VR 眼镜等) 环视体验，具有强烈的现实交互感。 

2.4 海派木偶戏数字化创新造型设计 

海派木偶戏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中西文化结合。以中国历史/著名

人物/经典角色和外国经典故事为载体，同时借鉴了至今为止中外木

偶造型并衍生出新型的木偶样式，推动中国传统木偶戏文化与当今

时代背景相融合，为经典且热门的角色设计新颖时尚的玩偶造型。

让大型 IP 角色的热度带动海派木偶戏知名度的打开亦或者是经典

故事作品改编给观众带来一种新的体验。 

2.5 海派木偶戏偶头制作过程交互游戏 

在海派木偶戏中木偶制作和木偶表演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环节。而木偶的头更是整个木偶最为精细的一个部分。在这个交互

小游戏中将偶头先分为几个部分并将它进行一定顺序的排列。在这

个游戏开始后如若顺序错误则要重新来过，直到顺序完全对为止。

这在让观众玩这款游戏的同时，也能够学习到制作偶头的过程。既

有趣又有着一定知识性的传播。 

五、结论 

海派木偶戏作为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传承

与保护的道路上虽然会充满着艰辛但机遇还是非常多的。海派木偶

戏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有相关展厅，珍贵影像资料也受到了保护，

但在宣传上做的明显还是不够的。数字化传承这一方面的难度大大

高于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传承要在数字化保护的基础上，与时代结

合开发数字时代的木偶戏与新型的木偶产品并扩大其周边产品，以

线上活动带动线下演出，要将它一代一代的发展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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