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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濡目染 拜师学艺

曾繁金 1943 年 5 月出生于
四川什邡，打小就爱看戏，深受
戏班文化的影响。10 岁那年，
第一次看到父亲所在戏班演出
的木偶戏，就被深深吸引。他先
在台下看，看完了又到后台观
望，看老艺人如何把刚刚还活灵
活现的人偶收拾起来，神气活现
的木偶让他喜欢得不得了！

12 岁那年，一场连下了几
天的大雨耽误他去学校报名的
时间。于是，他与家人商量后索
性辍学加入父亲管理的戏班，正
式开始学习钟爱已久的木偶
戏。“认真学习一年多时间，所有
的角色就都能演了。由于个子
小，老汉儿专门为我定做了厚底
子皮鞋，演出时穿上，不然举木
偶时人太矮。”曾繁金开心地回
忆说，学戏不容易，有时在幕布
后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他就
是站睡着了也会把手里的木偶
高高地举着，丝毫不倒。

跟随戏班的老艺人学艺，
他拜过好几位师傅。“老师会给
我指大方向，教基本功，但练习
和领悟只能靠自己。”曾繁金
说，为了把木偶戏演精彩，他拜
过唱川剧的多位老师，学习生、

旦、净、末、丑多种角色的演艺
技巧。“虽然观众看到的是木
偶，演员藏身在台下，但你要为
手中的木偶赋予感情，不然木
偶就是死的，没有灵气。”

辍学随戏班一路学艺演
出，但文化学习并未放弃。在
演出之余，他与小伙伴一直跟
着戏班里的“美工”写大字、学
画画。刻苦用功的他，每天必
须练字。在曾繁金 18 岁时，就
已经能为戏班手书演出的宣传
海报和景片了。

年少时精力充沛，好奇心
极强，曾繁金对于和木偶戏相
关的一切都极感兴趣。一天，
戏班要排大戏，需要增加新木
偶角色。父亲找来纸火匠，为
新戏制作木偶。曾繁金目不转
睛地守在民间纸扎艺人身边，
看他怎样将纸壳折出形状，又
如何上颜色、打磨、画脸谱……

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闲暇时

就自己动手做了起来。李天王

的宝塔坏了，没等纸火匠到来，

他就用硬纸叠出了多个三角重

在一起粘上，再刷上金粉——
妥妥的宝塔做了出来。“比纸火
匠做得还漂亮！”父亲惊喜地表
扬了他。从此以后，曾繁金又
多了一门手艺。

相识相知 互相成就

22岁那年，赖道慧经人介绍
认识了已是金堂县木偶剧团负
责人的曾繁金。当时，赖道慧是
一名绣娘，专为戏班制作服装。
经过一年多的书信交流，他俩相
识相知，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爱
好。一年后，金堂县木偶剧团招
人，赖道慧靠着一手精细的针线

活顺利加入，两人也在同一年结为夫妻。
真可谓不是一家人，进不了一家门。赖

道慧以绣娘身份进入剧团，她觉得木偶戏特
别有意思，于是向丈夫学习木偶戏表演技艺，
成了表演、造型、服装制作的多面手。“木偶活
不活主要看你会不会搓钎子，这个功夫他就
教了我挺长时间。”赖道慧说的钎子，是促使
仗头木偶双手活动的两根细木棍。木偶的大
部分动作、表情，都需要依靠表演者在台下以
搓钎子的方式来表现。

婚后，两人在剧团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
起制作木偶，一起创作新戏……他俩是远近
闻名的木偶剧团全能冠军，不仅表演出色，而
且与木偶剧演出相关的工作基本上能独立完
成。过去的美工、服装、化妆、排戏、画景片等
工作属于多个工种，要由多位工作人员合作
才能完成。由于有一段时间木偶剧团招不到
人，于是，曾繁金、赖道慧就一人分饰N角，把
自己能做、会做的活儿都做了个遍。

团里需要排新戏，曾繁金就先创作新木
偶，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经典角色他都做了
个遍。前期制模子、做道具、制景片等工作是
曾繁金的，中期为木偶配服装、做头饰、造型
则是赖道慧的事。人物、背景、故事想好后，
他们就与团里的其他成员一起排练新戏。

曾繁金曾多次出访欧美日韩等国家，参
加国际艺术节等活动进行高水平艺术交流和
演出，让成都木偶戏享誉海内外。他们夫妇
俩共同制作的木偶精美、轻巧、惟妙惟肖，被
多个国家的博物馆以及爱好者收藏。在成都
灯会的核心景区，他俩的作品总是被放置在
显眼的位置，木偶人物造型每年都会推陈出
新，连续20多年在成都灯会展出。

传承文化 不遗余力

“曾老师爱钻研，他将川剧绝活变脸、吐
火融入到木偶戏表演中。为了改进演出方
式，让大家看起来更过瘾，他还运用新材质制
作能同时耍两样绝活的木偶，在他之前没人
做成功过。老师就是个发明家，他做的巨型
木偶有5 米多高，这个记录到现在都没人打
破。”曾繁金的弟子说，老师把杂技、特技融入
木偶戏表演，总是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节目，
以前他们团的演出总是最卖座的，演出现场
总是人声鼎沸。

今年，曾繁金79岁，赖道慧70岁，虽然年
事已高，但两人仍不遗余力地将成都木偶戏这
一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传承。如
今，能用传统技艺制作木偶的人越来越少，担
心这门古老的手艺失传，曾繁金只要一有空就
在家里的工作室做木偶，希望多做些样品保留
下来。同时，他还在带徒弟，传授古法木偶制
作的技艺，教新生代木偶剧艺人进行表演。

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非物质文化
遗产，老两口进校园、进社区开展公益课堂教
学。“每次去讲课，都要带上大、中、小几个型
号的木偶。很多娃娃都说想学习木偶戏，每

次听到这些话心里都特别高兴。”赖道慧说。

为了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传承传统木偶

戏，夫妇俩不断推陈出新，排练出多部反映新时
代、新面貌的新剧目，比如《洗衣歌》《南瓜生蛋》

《周扒皮》……今年，将要召开党的二十大，作为

老党员的曾繁金与妻子赖道慧商量后，两人特

意排练了新剧《逛新城》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华西社区传媒首席记者 沈悦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夫妻俩（前排左一、右一）热心进社区开展公益讲座。

夫妻俩演示猪八戒背媳妇片段。

曾繁金指导徒弟制作木偶。

“啥？现在1斤白芨都

200元了？哎！做木偶的成

本越来越高……”6月7日午

后，在成都武侯区望江路街

道鸿禧花园小区，曾繁金和

赖道慧一边做木偶的衣服和

模子，一边讨论制作经费问

题。这对年过七旬的艺术家

夫妇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成都木偶戏的代

表性传承人，两人相濡以沫，

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一直

在从事木偶戏表演的艺术道

路上相互合作、相互成就。

巧制木偶手绘布景
全能型木偶戏夫妇“非遗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