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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川北大木偶戏历年来的剧目创作浅谈 

李洪波 
（四川省大木偶剧院  637000） 

 

摘要：川北大是有名的传统戏曲家,在艺术上有着悠久历史,它集戏剧表演、舞台演出为一体。本文主要从木偶戏历年来创作

目的出发对其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几种剧目类型以及它们各自存在着哪些问题并结合现在流行元素

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来探讨这些剧种所呈现出何种特征和特点在当代社会中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一些建议来完善这方面

的理论体系,为川北大台戏曲传承者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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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任何一部优秀的艺术剧目，首

先离不开剧本的策划和创作阶段。 

川北大木偶的前身是由旧社会家班子演变而来的，在过

去的岁月中，对于剧本创作这一块，大多采取的是言传身教

的老戏班子做法，川北大木偶常年演出的大戏、折子戏、神

仙戏、历史戏都是由老艺人们口传心授而传授下来，虽然在

解放后也整理出来了多个传统折子戏或大幕连台戏本子，从

60 年代开始，也有象《山村红花》（李发海）、70 年代《女

民兵打靶》（李发海、高冰）、《打虎上山》（移植）、《打进匪

窟》（移植），到 80 年代由马新良、胡玉林移植的《美人鱼》

等剧目本子，但究其艺术本质来讲，并不能称之谓严格意义

上的剧本，只能说通过文字记录了一部戏的大致纲要。真正

由剧本创作产生的大戏是在 1986 年由李和明（笔名：李鹤

鸣）创编的大型神话木偶戏《玉莲花》，该剧不仅仅是川北

大木偶史上划时代的大戏，它的出现，开创了川北大木偶前

所未有的局面，其质量和艺术构思都别具一格，把几百年的

川北大木偶艺术精华融为了一体。《玉莲花》使川北大木偶

艺术走向了世界，登上了世界艺术之林的宝座，享誉国际国

内，更重要的是，将川北大木偶这一濒危的艺术品种得以保

存下来。 

进入 21 世纪后，川北大木偶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也经

历艺术院团的新老交替，一批以唐国良院长、罗映红书记为

首的年轻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时逢盛世，艺术之花怒放在

2012 年，南充市成功取得“第 21 届国际木联大会暨国际木

偶艺术节”主题会场举办权，四川省大木偶剧院明确任务后，

连续召开艺术讨论大会，要创排一部什么样的戏才能反映出

这个时代的精神？才能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

呢？一部反映爱情与善良的大型神话木偶剧《彩蝶的神话》

（编剧：李鹤鸣）横空出世，将“第 21 届国际木联大会暨

国际木偶艺术节”主题会场渲染得精彩纷呈，各路来南充的

演出团队对嘉陵江边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更

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中国木偶

皮影艺术学会的特别关注，他们由此感受到了南充市委市政

府对文化艺术的热情和支持，由此知晓了四川省大木偶剧院

这批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们对木偶艺术的热爱和执着精神。藉

此机会，国际木联及国际木联亚太委员会同意在南充举办

“南充国际木偶艺术周”，每三年举办一届。2014 年南充成

功举办第一届南充国际木偶艺术周，这届木偶艺术周的开幕

大戏就是四川省大木偶剧院创编的大型神话木偶戏《龙门传

说》，该剧由剧作家李鹤鸣先生编剧，剧院三级舞美技师李

洪波提供故事大纲，青年剧作家郑瑞林改编，该剧依托鲤鱼

跳龙门这个千年来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紧紧围绕梦想和坚

持这一主题，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北大木偶艺术

为载体，融合音乐剧的时代特点，以及当下舞台声光电的综

合运用，通过人和鱼在实现梦想过程中的舞台呈现，将传统

文化川北大木偶——特点，嘉陵江流域丰富多彩的民俗、民

风，恢宏大气、生动传神的展现开来。该剧一经展演，好评

如潮，得奖无数，于 2014 年荣获首届中国南充国际木偶艺

术周“最佳剧目奖”；同年参加四川省庆祝建国 65 周年“我

们的中国梦·优秀新剧目演出季”并荣获四川省第三届“文

华奖”剧目奖；2015 年荣获金狮奖·第四届全国木偶皮影

剧（节）目展演“最佳剧目奖”、“造型设计制作奖”、“导演

奖”，同年评为国家艺术基金 2015 年度资助项目；2016 年

荣获中华传统木偶皮影艺术节“优秀展演剧目”；2017 年荣

获四川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2017 第二届国际木偶艺术周，经过前两届艺术（周）

节的创作后，又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来面对支持和关心我们

的观众呢，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创作过程，全院上下展开大讨

论，经过各类艺术会议后统一了思想，最终四川省大木偶剧

院创作排练的开幕大戏《丝路驼铃》（编剧：李铮）亮丽登

场，这一次的剧本创作思路依然是遵循了“美好的故事、老

少皆宜”这一创作原则进行构思。木偶剧《丝路驼铃》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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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盛唐时期果州守将、大唐赴西域商队长官唐昊率领商队携

带大量果州丝绸，由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前往罗马，通过

丝绸传播友谊，实现欧亚各国在商贸上的互通和文化上的交

流。整个戏剧以丝绸为线索，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以大

木偶为戏剧表演的载体，着重展现了南充久远的丝绸文化。

《丝路驼铃》除序幕和尾声外，共五幕，分别为《大漠风烟》

《梦幻敦煌》《雪域剑影》《激流鹿鸣》《情洒罗马》，将路途

的艰险、西域的风光、唐昊与罗马公主的爱情等一一呈现，

戏剧不但内涵丰富，而且故事引人入胜。《丝路驼铃》在本

届艺术周上斩获了集体表演奖、造型服装设计制作奖、导演

奖、编剧奖和最佳剧目奖等五项大奖，成为本届国际木偶艺

术周上的大赢家。 

近几年来,四川省大木偶剧院在继承传统大戏的基础上,

不断发掘创新,尤其以李洪波等年轻人为主要创作班底的艺

术创作团队,先后创排了一系列优秀剧目,例如新编传统折子

戏《太庙惊魂》、《跪门吃草》、《斗牛宫》、《张敞画眉新编》

等，以及大型历史剧目《落下闳》（暂未排演）；目前，为第

三届南充国际木偶皮影艺术周开幕式而创编的剧目《天下有

偶》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 

纵观川北大木偶（四川省大木偶剧院）的发展历程，我

们不难发现，剧目创作，尤其是剧本创作在其中的重要性，

一个地方小剧团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下，在很长时间不被看好

的情况下努力发展，执着于生产艺术剧目，这本身就说明了

一群肩负着传承传统艺术的年轻人对梦想的坚持，对老祖宗

留下的文化艺术的敬畏和尊重。艺术需要尊重，更加需要有

梦想的人来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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