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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格局下的闽台木偶雕刻
艺术发展瓶颈及对策

许宪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系，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闽台木偶雕刻艺术具有文化内蕴美、艺术形式美等美学特征，深受海峡两岸民众喜爱。
当前在闽台木偶雕刻艺术发展过程中，由于因循守旧、缺乏创新，作品的传统艺术美感受到破坏、形

式雷同化、缺少文化品牌、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已成为影响闽台木偶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推进

闽台木偶雕刻艺术创意产业发展，应保持传统木偶的工艺特色，突出其地域文化特色，探索发展现

代木偶文化产业的新路径，打造闽台木偶文化品牌和产品，培养新一代木偶雕刻设计人才，促进这

一艺术在创意产业格局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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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及对传统文化产业的高度
重视，闽台木偶雕刻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发展，已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对闽台民间美术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如何传承与保护方面，［１］对闽台木偶造型

风格的介绍与分析也大多着重于表面特征的描述，

对闽台木偶造型特征及融入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论

及较少。面对创意产业为民间美术文化遗产带来的

机遇，如何发挥闽台木偶雕刻的特色和优势，推动其

发展繁荣，已是当今两岸业界研究的热点。木偶造

型工艺美术是文化与产业的结合，具有文化性的本

质特征和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特征。闽台木偶

雕刻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是民族

化、本土化创意设计的源泉，具有极大的融入创意产

业的潜力。时代在进步，传统的艺术程式必须与时

俱进，否则将失去它的生命力。在现代新潮艺术和

时尚艺术的冲击下，闽台木偶雕刻产业应该构建适

合自身发展的木偶雕刻市场机制，突出闽台地域文

化特色。本文拟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去研究闽台木偶

的传承、保护和发展问题，分析闽台木偶艺术的美学

特征，研究闽台木偶产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

　　一、闽台木偶雕刻艺术的美学特征

闽南木偶艺术源于中原佛教文化傀儡戏，自唐

朝时期从中原传入福建，并由此地广泛对外传播、变

异。明末清初，大批闽南人移居台湾，闽南木偶雕刻

作为与民俗生活、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工艺品，也随

之传入台湾。闽台木偶工艺的美学价值一方面体现

在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另一方面

又体现在其艺术形式美上，它有着精湛的技艺和造

型程式化的审美特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统精神又

有现代元素美的视觉效果。

首先，文化内蕴美。传统的闽台木偶雕刻有着

悠久的历史，集雕刻、彩绘与戏曲表演为一体，具有

古老木偶独特的文化内蕴美。根源于中原文化艺术

的闽台木偶雕刻，受巫文化的影响，与原始巫术和鬼

神崇拜有着直接的渊源，浓缩了戏曲物象与民众的

美好生活理想，又融入了福建民间神像元素和民俗

文化的审美情趣，体现了闽台民众对神、巫、鬼、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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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与敬畏，它与习俗形式相依存，深深地扎根于闽

台民众生活的沃土之中，深受两岸民众的厚爱。

其次，艺术形式美。作为民间工艺美术的闽台

木偶雕刻艺术，吸取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色彩、图案精

华，刻工细腻，造型生动传神，服饰艳丽华美，达到了

完美的工艺境界。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三种类

型：一是传统脸谱造型。如：生、旦、净、末、丑各种角

色，讲究五形三骨，运用造型、色彩、线条来突出脸谱

的特征并将其程式化，展示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

造型风格。二是现代木偶造型。采用全新的现代动

漫元素、高仿真的表现手法，以现代人的审美观创新

木偶形象，这在现代木偶新剧、影视剧的表演中已被

广泛应用。三是工艺观赏品。运用极富东方装饰特

征的纹样，采用以意构象、以象寓意和有活动设计的

造型手法，表现神、仙、鬼、怪主题，以形写神，神情兼

备，以容取心，适得妙想，从而创造出既有独立视觉

符号形象又有现代审美元素的木偶工艺品。

　　二、闽台木偶雕刻艺术发展瓶颈

闽台木偶雕刻工艺产业也同其他民间美术一

样，面临着现代新潮艺术和多元艺术的冲击。从调

查情况来看，目前，闽台木偶雕刻艺术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缺乏创新、过度强调木偶的商品化、缺乏闽台木

偶文化品牌、木偶专业人才匮缺等问题，这些问题已

成为制约闽台木偶产业发展的瓶颈。

１．传统木偶艺术的美感有受到破坏的危险
出于商业目的，在木偶雕刻的创新改造中，一些

传统木偶雕刻工艺品制作已被机器生产所代替，作

品低俗肤浅、粗糙拙劣，传统木偶雕刻的某些精粹的

原生态造型特征已被抛弃，其艺术美感和手工艺有

受到破坏乃至失传的危险。如何在文化产业创新中

既保持传统精粹的原生态元素，又使其成为现代多

样化艺术发展的一部分，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２．木偶雕刻形式雷同化
闽台木偶产业规模较小，还处在粗放式的发展

状态，木偶文化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导致木偶雕刻发

展模式单一化，木偶作品设计缺乏创新和多样化艺

术风格。而形式雷同的产品正在或即将失去已有的

市场空间。

３．缺乏闽台木偶文化品牌
目前，闽台木偶缺乏文化品牌，市场竞争力不

强，极大地制约了闽台木偶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

打造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才能更好地弘扬本土文

化精神，促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木偶文化创意产

业的健康发展。

４．专业人才匮缺
人才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在现代艺术多元

化、大众娱乐方式丰富多变的情况下，木偶雕刻艺术

正在失去它们原有的辉煌。而且，手工艺木偶雕刻

费时费力、收益不佳，这一本土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后

继无人和现有人才流失的困境，培养新一代木偶专

业人才迫在眉睫。

　　三、闽台木偶雕刻艺术的现代发展

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觉传承与发展民间工艺美

术遗产，重构木偶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在文化市场

中构建适合自己发展的机制，使木偶雕刻艺术在融

入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是闽台木偶雕刻艺

术的发展方向。其具体发展对策应强调：

第一，保持传统木偶的工艺特色。传统木偶作

为本土优秀文化资源融入创意产业，必须保持其原

生态造型特征，不能损害其艺术美感与精神内涵。

不能因“创新”而抛弃最具生命力的传统工艺。在

木偶雕刻产业的发展中，既要尊重其艺术传统的承

载，也要体现现代木偶的艺术价值，应以多种形式带

动其保护、传承和创新工作，以适应时代发展及文化

市场化的需求。闽台木偶雕刻以一种本土文化遗产

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它将在促进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丰富民众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

价值。

第二，突出闽台地域文化特色，探索木偶产业发

展新途径。面对多元艺术和现代新潮艺术的冲击，

闽台木偶雕刻文化产业应发挥闽台地域优势，突出

闽南文化和闽台民间美术特色，兼收姊妹艺术、传统

艺术、外来艺术的优点与长处，取长补短，开展区域

间、闽台两地间的木偶文化合作与交流，加强对木偶

戏表演、造型艺术的研究等。［２］在打造闽台木偶产

业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创意的理念和设

计形式，延伸开发具有闽台特色且造型各异的影像、

玩偶产品。木偶文化产业不仅要有延续传统工艺的

木偶雕刻精品，也要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制作的多

样式的的玩偶造型，以探索现代木偶文化产业的新

路径。

第三，打造闽台木偶文化品牌。任何产品，有品

牌，才能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增加附加值。载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漳州布袋戏、漳州木

偶头雕刻和泉州提线木偶戏，长期活跃在海内外文

化市场，为闽台木偶品牌的塑造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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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雕刻艺术的发展创新，要在保持文化遗产原汁

原味的传统魅力的基础上，将其放在文化创意的时

空中，进行多元立体的探索研究，以打造具有鲜明闽

台特色的文化品牌。此外，闽台木偶剧团要与木偶

雕刻企业加强合作，以带动产业聚集，以新剧目拉动

木偶创新，使其新开发的木偶戏和木偶产品既能够

体现地方特色，又含有现代审美元素，这都有助于文

化品牌的打造。

第四，培养新一代木偶雕刻设计人才，促进民族

民间艺术在高校美术教育中的传承和发展。以口头

传承为延续技艺的主要形式的闽台木偶艺术，造型

风格多样化，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极好的学习内容

和形式。近日，由福建省文化厅牵头制定的“福建

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相关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优秀实践名册［２］，成为全球１０项优秀实践名册项
目之一。该计划的实施与推进，对于福建木偶戏的

传承与发展以及培养新一代木偶雕刻与艺术设计人

才，均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可在闽台地区高校中

积极进行教学实验，在不断调整和总结的基础上，形

成具有启迪意义和推广价值的教学案例。此外，应

关注并研究高校师生设计的现代木偶造型，在民间

艺人、专家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校企合作，为闽台木

偶艺术的传承、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五、结语

闽、台两地的木偶雕刻艺术同根同源，具有文化

内蕴美、艺术形式美和本土文化特色的美学特征。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造与创新。我们应面对文

化市场，抓住创意产业给民间美术带来的历史性发

展的新机遇，在现代多元艺术和市场经济中，在继承

优秀传统、保持原生态艺术造型个性的同时，探寻传

统与现代创新的连接点，开展多元立体的研究，将文

化资源转化为新的创意理念和设计形式。创意产业

格局下的闽台木偶雕刻艺术的创新，不仅应突出闽

台地域和木偶文化特色优势，而且要促进闽台木偶

多样艺术形式的共存与发展，这是我们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创意产业开发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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