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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刻出
“美学笔迹”

! ! ! ! !楠氏物语"非
遗传承与当代艺术
作品展举行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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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9汇文 体

! ! !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中篇动物小说
《最后一头战象》曾感动无数小读者，今年 !!月，
由上海市木偶剧团改编的史诗级舞台剧《最后
一头战象》将亮相东艺舞台。与往常印象里的小
小木偶不同，这次台上的主角变成了一头头高
达两三米的 !：!定制亚洲象，面对从未有过的庞
大体积，无论是木偶制作团队还是操偶师都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昨天，记者来到木偶剧团位于
青村镇的训练基地，提前揭开战象诞生背后的
故事。

走进排练厅，灰色的壮年象王正被吊在舞
台中央，而本剧的主角嘎羧仍在制作调整中，将
会比象王更便于操控。这头 "#$版本的大象偶已
经经历过一次迭代，它由木偶剧团独立研发设
计，耗时 %个月打造出 !&$版本，后又经过 '个
月打磨，设计出了第二代。木偶剧团团长何筱琼
表示，此次制作大象完全没有前车之鉴，要能让
演员灵活地操纵表演，既不能太重，演员体力承
受不了，又不能太轻，会失去真实感。每周制作
团队都会来到训练基地，根据演员的使用习惯
进行调整改进，目前 (&$版本的大象也已经初见
端倪。

一片片泡沫材质拼接起了大象的身体，不
锈钢、碳纤维和木板撑起了它的骨架，高达 (米
"的庞大身躯需要 (名操偶师分别操纵它的头
部、前腿和后腿，才能让它动起来。一
旁还有一头训练用的乳白色幼
年嘎羧，因为体积很小，所
以由一名女性操偶师钻进
小象的后腿，手持小象的
" 条前腿弯腰 )$ 度行
走操纵（见右图）。

尽管已经使用了
超轻泡沫，象王依然
重达 !%$ 斤，其中
负责操纵前腿的操
偶师需要肩扛起至少
!$$斤的重量，肩部出
现淤血对操偶师们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王人舟、
杨祺、郭础宁 (名操偶师
刚刚结束 !*分钟的“上象”
训练（见题图），虽然只是简单的

前进倒退，却足以让他们精疲力尽，只能采用短
时长高频次的方式进行训练。他们仨刚刚进行的
是换位操纵，本来负责操纵后腿的杨祺来到王人
舟的前腿位置，一背起不锈钢支撑架，杨祺马步
都扎不稳，咬着牙说：“前腿的重量，果然名不虚
传。”除了换位训练，演员们还要接受默契度训
练，这样才能在舞台上不借助口号和眼神，仅通
过气息和操纵象腿带来的力量传递信号，让其他
操偶师立即同步行动。
即使是女性操偶师，需要的体力一点不比男

性操偶师少，加上小象的操偶师需要爬行，找到
力量的支撑点就尤为重要。同时，由于爬行时的
操偶师无法看清前方的路，只能依靠甩动大象
的头来探路，对操偶师的颈椎也是极大的考验。
为了增强体力，每天晨光熹微之时，操偶师们都
会在农田边进行 *公里慢跑，“上象”间隙也会
做一些力量训练和放松肌肉的动作。负责操纵
小象的邓欣欣说：“从木偶制作开始我们就看着
这部剧慢慢从无到有，人偶同台、人偶一体的形
式非常新颖，但也很有挑战性，为了这部剧大家
都拼了。”
此前，为了让演员熟悉大象的动作习性，木

偶剧团曾带着演员们到西双版纳与大象来了一
次亲密接触，大家给大象洗澡、喂食、清理粪便，
观察大象的情绪、表情和动作。也是在西双版纳，
王人舟第一次发现，大象走路和其他动物不一
样，是顺边走路的，这样的细节也应用到舞台上，
象偶会以右后腿、右前腿、左后腿、左前腿的顺序

迈步。刚开始封闭训练时，大家走出
来的动作根本不像大象，经过
反复观摩大象视频，大家再
互相提意见，终于可以自
然地用鼻子踢翻水果篮，
卷东西送到嘴里，甚至
喷土、洒水等剧本里的
动作设计都已经基本
实现了。为了拓展象
偶的更多可能，剧
团还与华东理工大
学机械动能组达成合
作，让一些超出演员操
控范围的功能可以使用
高科技来实现，而最终象
群们的舞台呈现也会因为

多媒体投影技术的应用而更
加丰富多彩。 见习记者 赵玥

! ! ! !本报讯 （记者 乐梦
融）从仓颉造字到汉字体
的设计，千年传承让神奇
的方块字既古老又年轻。
电脑里的黑、宋、仿宋、楷
四种字体，经历过怎样的
“铅与火”和“光与电”的变
迁最终成为文化遗产？由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的“活字生香”活字文
化艺术全国巡展将从 +月
"' 日起告诉观众有关汉
字的故事。
在上海中华印刷博物

馆（上海市青浦区汇金路
,,)号）开幕的展览是全
国巡展的首发站。这场活
字生香的有关汉字的艺术
展，围绕活字展开，通过
《活字之源》《活字之体》
《活字之魅》来讲述中国字
的从无到有和从古到今，
感受汉字和生活无处不在
的无缝对接。中国人的汉
字唤醒着中国人的文化记
忆，每一笔画里都记载着文化的
基因。策展方表示，以字模活字
艺术传承传播“走出去”为主
题，以“活字工艺”为一条主
轴，引领整个展览的演绎与
发展，展览共分为 ,个展
馆：“古代活字”“近代活
字”“当代活字”“字体之美”
“古琴谱与活字的对话”“活
字迷宫与百家姓”“活字体验
互动”“活字艺术衍生品”。

在信息时代，不同的汉字字

体，带有独特表达情绪，宋
体刚正严肃，黑体粗壮端
庄，现在还有适合年轻人
阅读的有趣字体，比如萌
属性的喵呜体等。上海印
刷技术研究所透露，上海
是中国现代汉字印刷字体
的发源地，该所的字体研
究室是目前社会广泛使用
的“宋体黑体仿宋体和楷
体”等汉字印刷的原始创
作者。"--)年“汉字印刷字
体书写技艺”项目被列入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名录。在昨天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此次展
览将跨越两年时间，在上
海、北京、天津、扬州巡展
四场，上海站上将同时发
布由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举办的字体设计大奖赛，
以推进活字非遗技术的弘
扬和传承。

据悉，本次展览由上
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上
海字模一厂有限公司
承办，上海映坊文
化传播有限公
司协办。为期
一个月，市
民可免费前
往参观。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楠氏物语”
遇见了“瓷刻书法”，“传统文化”遇见了
“./012笔记”。昨天，由音乐人孙楠发起
的国学 34文化品牌“楠氏物语”首家线
下体验店落户上海外滩 ""号，同时举办
了“楠氏物语”非遗传承与当代艺术作品
展的首次展览。瓷刻书法创始人张国强
以“./012 笔记”为题，创作了一系列作
品，其中一款金色茶盏刻下了孙楠演唱
的《世界啊》歌词。传统文化为外滩的这
座红砖洋房注入了新的活力。

孙楠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中国有那
么优秀的传统文化，要让孩子们更好地
接受国学文化的正能量，并指导他们的
一生。正所谓：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
养志，成年养德。“让他们拥有一个快乐
的童年，也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童年。”为
此，孙楠举家搬离北京定居徐州，他为自
己定义了一个新身份“国学文化的推广
者”，并希望通过“楠氏物语”让更多人有
机会去了解传统文化、喜欢传统文化，最
终使传统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承与发扬。

张国强是景德镇地区瓷刻艺术的先
行者，因为热爱文字艺术的表现形式，他
尝试打破固有的艺术边界，让文字与瓷器
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汉字瓷刻艺术。其
瓷刻不但追求文字内容的练达，同时追求
每一个点、线、面在瓷器上所展现出的美
学笔迹。其作品以古文为拓本，将现代审
美与传统技艺相结合，广泛应用于私人定
制、旧瓷修复等方面。据悉，张国强瓷刻书
法作品将在“楠氏物语”体验店持续展出
一个月。以后每月一展的“楠氏物语”非遗
传承与当代艺术大师展，都将举办不同品
类的大师创新作品展览，为传统文化爱好
者打造一个内容丰富的互动交流平台。
“我们在琴棋书画诗酒茶香等各个

领域与非遗大师、手艺匠人、设计师、文
化人的资源进行合作，通过对传统文化、
传统工艺、传统技能的梳理、继承、宣传、
发扬，成为我们对当下新中式生活方式
的价值引导和消费引导，从而让传统文
化焕发出新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楠氏物语”首席执行官付勇介绍。

3名操偶师
操纵“大象偶”
!!!制作的!战象"舞台诞生记

! ! ! !活字文化
艺术全国巡展
即将在沪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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