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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在央视《致未来》“六一”晚
会中，川北大木偶的亮相让观众惊艳不
已。事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了四川省大木偶剧院院长唐国良以及
该剧院艺术生产培训部部长刘钰美，解
读登台背后的故事与巧思。

青年演员登台
与戏曲小演员配合“有彩头”

川北大木偶为世界稀有的木偶剧
种。其偶身高大，酷似真人，五官灵动，
四肢灵活，能基本完成人所能完成的一
切动作，甚至可以完成人所不能完成的
其他一些动作。川北大木偶传承了最古
老的木偶艺术，从其表演的特点及其本
身，都能管窥出古时木偶艺术的精彩。

唐国良介绍，本次川北大木偶戏的
演出，以少儿戏曲和地方非遗结合的形
式展现，包括了京剧、豫剧、川剧等多个
剧种。在前期的沟通中，剧院曾介绍了
川北大木偶戏的多种“绝活”。经过近一
周时间的反复沟通后，最后择定了表演
大靠、变脸等技艺。

5月20日，来自四川省大木偶剧院的
10名青年演员、工作人员抵达北京，开始
了彩排工作。“我们的演员与小演员们在
节奏、动作等方面，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
缝。”唐国良说，这也是小演员们第一次
与川北大木偶合作，他们的表演十分卖
力，“节目导演在现场说，第一次感觉到

戏曲跟大木偶戏的配合如此‘有彩头’。”

“人偶同台”展现创新
抖靠旗、变脸绝活悉数上演

为了能够融入到这些戏曲中，也为
了能够让现场的表演效果更好，刘钰美
介绍，本次表演一反木偶戏表演中演员
在帷帐后的常态，采用“人偶同台”的形
式，也就是既能看到木偶，也能看到演员
本人。“这样的表演形式，是在考虑大众
接受程度后，所做出的创新举措。”

刘钰美说，最开始接受“任务”的时
候是5月初，“时间已经比较紧迫了”。而
节目组所给出的快节奏音乐，也让剧院
的演员们有些不适应。“要在这么快的音

乐中展示我们川北大木偶，是非常不容
易的。”在剧院的协调下，演员们数着拍
子、卡着节奏点，一遍一遍地练，一连练
习了十余天，才将动作与现场音乐协调
相宜。

而为了这一次的表演，四川省大木
偶剧院还专门设计了动作，例如抖靠旗、
变脸等等，意在给全国观众带来不一样
的视觉体验，展现川北大木偶戏的特点。

刘钰美记得，在彩排的时候，曾无意
中听到两位工作人员的谈话。“这个木偶
这么大，是哪里来的呀？”“他们是从四川
南充过来的。”刘钰美没有想到，节目现
场能够有人认识川北大木偶，能够了解
这个剧种。而借助这次“六一”晚会，电

视机前更多的观众认识了川北大木偶。

符合青年人审美
剧院创作了一些新的剧目

川北大木偶在“六一”舞台上亮相，
实际上产生的是双向影响。唐国良说，
本次表演让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即
回到南充后，组织一些类似的节目，邀
请青少年前来参加，“非遗也可以从学
校抓起，从小朋友抓起。这是非常好的
机会。”

对此，刘钰美有着同样的感受：“最
大的收获应该是让川北大木偶戏能够在
更大平台上进行传播，得到认可。来自
不同地区的演员相互交流，这也是一种
宝贵财富。”

目前，四川省大木偶剧院也在持续
培养新的传承人，整理保护传统剧目，积
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推广木偶戏
文化，传承、发展川北大木偶戏。

“我们在保留川北大木偶戏传统精
髓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尝试融入现代的
元素和表演形式，例如刚才介绍的‘人偶
同台’。”刘钰美说，“我们还与青年艺术
家合作，创作了一些新的剧目，例如《千
里共婵娟》等，既能表达川北大木偶戏的
独特魅力，也能符合当代青年人的审美
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四川省大木偶剧院

“第一朵花儿歌唱的时候，春水向东
流……”6月1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致未来》“六一”晚会舞台上，来自四川
省凉山州喜德县果果合唱团的孩子们，
身穿精美的彝族传统服饰，用一首原创
歌曲《小花》，向全世界的小朋友献上来
自大凉山的祝福。

屏幕前，刘超欣喜地看着这群孩子
的变化。2020年3月，记者刘超被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派驻到喜德县，挂职中坝村
第一书记。在这里，她组建了果果合唱
团，用音乐打开孩子们的眼界，帮助他们
成长，当地村民亲切地称她“果果书记”。

4年多时间里，刘超和果果合唱团一
起成长，她说自己“逐渐从一个讲故事的
人，变成可以改变故事结局的人”。2023
年4月，刘超挂职喜德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虽然工作比之前忙了不少，但她心里
一直挂念着这群孩子。

带着新歌上央视
孩子们频频登上大舞台

能在今年儿童节登上央视“六一”晚
会的舞台，对果果合唱团的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5月21日，果果合唱团的30名队员抵
达北京，参加“六一”晚会的录制，这次他们
带了一首歌曲《小花》。这是刘超专门邀
请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罗木果作词、音
乐制作人谭杨作曲，为果果合唱团精心打
造的原创歌曲。歌曲的创作从四季着
眼，以春夏秋冬的风景交替，勾勒出祖国
大江南北的地理风物，象征着各民族兄
弟姐妹在中华大地上的幸福生活。

和往常一样，刘超陪着果果合唱团
一场又一场地排练。3天排练、2天联排
和录制，《小花》在演播厅里一遍又一遍
循环，刘超在台下欣慰地看着。孩子们
的沉稳表现，其实在她的预料之中，“歌
都很熟了，只需要记下队形和动作就行，

他们完成得很好。”
刘超说，这是果果合唱团成立以来，

登台表演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是对我们
一直坚持做这个事情的肯定。”早在

2021年的央视中秋晚会上，这群孩子就
用天真纯粹的歌声，征服了不少观众。
之后，孩子们又登上2023年央视兔年春
晚和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的舞台，收获了来自世界的肯定。

唱歌表达情感
孩子们褪去害羞和胆怯

刘超说，她成立果果合唱团的初心，
是想让这群长期留守的孩子能大声地表
达自己的情感。

4年前，刘超来到凉山时，看到中坝
村的孩子们害羞、怕生，连自己的名字都
会说错。她试图找到一个和孩子们沟通
的方式，“后来我想，要不然大家就唱歌
吧。”于是，在操场上，一阵清亮的童声打
破了他们之间的屏障，将陌生的他们紧
紧联系起来。

“我希望孩子们能一边玩一边释放
自己的天性，也希望能用唱歌的方式为
他们提供更多看见与被看见的机会。”就

这样，只要想来唱歌的孩子，都可以加入
果果合唱团，几个人的团队逐渐扩充到
如今的80余人。

没有专业的老师，刘超就一首又一
首地教孩子们唱，天真烂漫的歌声飘荡
在乡村的天空，孩子们内心也变得辽阔，
不再害羞和胆怯，取而代之的是勇气、从
容和自信。

在去年参加大运会的表演前，刘超
教给孩子们两个英语单词：“hello”和

“love you”。在成都大运村里，当孩子
们对着外国运动员脱口说出这两个单词
时，每个人的眼中充满了惊喜。

从讲故事的人
变成改变故事结局的人

刘超说，来到凉山的这4年，是她和
果果合唱团一起成长的4年，“我逐渐从
一个讲故事的人，变成可以改变故事结
局的人。”

“现在朋友们看到我，都觉得我比以
前更加坚定了。”在刘超看来，自己的改
变，源于这几年挂职经历中的沉淀。“一
开始来凉山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刘超说，自己只知道秧苗种下去后会长
出稻谷，但怎么种，前期需要做什么准
备，心里没有谱。

为了融入这片土地，这个来自北方
城市的姑娘，和当地彝族老乡同吃同
住。当初那个“五谷不分”的年轻人，如
今也戴起草帽、背朝蓝天，熟练地跟老乡
一起种植“高山水稻试验田”。在一次次

“接地气”的过程中，刘超完成了世界观
的重塑。

刘超说，这几年最珍贵的，是收获了
村里人的爱。面对未来，她也有了新的
期待：“希望每一个彝族乡亲都能看到自
己、认可自己，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图据受访者

大凉山孩子登上央视“六一”晚会的背后：

“果果书记”和她的“果果”们一起成长

川北大木偶戏亮相央视“六一”晚会

刘超和果果合唱团的孩子们合影。

6月1日，川北大木偶戏亮相央视“六一”晚会。

刘超（后排左二）和果果合唱团在
2023年央视春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