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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粉丝超过17万的兴叔
已是抖音小红人，除了准备晚上
的演出，他还继续拜访木偶戏老
艺人，搜集木偶和戏本，资金来
源正是直播间粉丝的打赏。

戏能不能更好一点？能不
能给观众行个方便？能不能让
受众更广？这三问，驱动着70
岁的兴叔继续努力着。

虽然早在2006年，高州木
偶戏的传承已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
后继无人一直是这项民间艺术
的大问题。

在过去数百年间，高州木
偶戏主要靠艺人的口口相传。
走街串巷的艺人们不求识字，
但需对各种历史故事、传奇典
故了然于胸，还要会察言观色
和归纳总结。百场不重词的即
兴表演，其背后蕴含着对舞台
的高度掌控能力。像兴叔一样
能演完全本的小班木偶戏艺

人，全高州可能不超过五个。
车清华坦言，70岁的父亲

仍是当地较为年轻的表演者，
木偶戏的传承面临年龄断层。
年轻人学习难度大，老曲目难
创新，受众市场萎缩，是制约木
偶戏发展的主要问题。

兴叔自己从来没提过让儿
子传承的话。谈论高州木偶戏
意义的人，更多是直播间里的
粉丝们。“说出来没人信，我爸
直播间里的粉丝平均年龄才二
十多岁。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
不一样，他们喜欢国产，尊重非
遗。”

兴叔打算学普通话，他构
思着，未来在戏中加入普通话
的解释性独白。那样，高州木
偶戏或许将感染更多的人。

目前，兴叔的身体各方面
都很健康，在表演木偶戏这条
路上，兴叔表示，只要有人看就
一直做下去。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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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七点半，广东茂名高州市的兴叔会准时坐在
直播间，开始木偶戏表演。一边唱戏词，一边双手掌
控各类木偶，同时还要适时配合鼓点，在3个小时的
直播里，这些全由兴叔一人完成。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操作如此熟练的兴叔，如今
已70岁。20岁时，他曾“一根扁担挑着走”，走到哪
儿，哪儿就是舞台。后因市场不景气，迫于生计不得
已放弃。如今的表演，是他封箱27年后的再度演绎。

高州木偶戏是中国
木偶戏的一个分支。据
《茂名市志》记载，明朝万
历年间，福建的布袋木偶
戏传入粤西，与南朝宋时
从河南传入当地的杖头
木偶戏相结合，逐渐演变
成高州木偶戏。

兴叔在直播间表演
的单人木偶戏，正是高
州 木 偶 戏 最 原 始 的 形
态 。 整 台 戏 从 敲 锣 打
鼓、木偶操作到戏文演
唱，全部由一人完成，其
表演难度之高令观者无
不惊叹。

兴叔原名车有杰，16
岁开始拜师学艺。缘何
学习木偶戏？每次被问
到这个，兴叔的回答都很
诚实：为了挣钱。

20 世纪 70 年代，高
州木偶戏的传统重新在

茂名高州地区兴起。人
们白天耕田，晚上最大的
娱乐便是看戏。木偶戏
每演一场，会吸引两三百
人观看。繁忙时，3小时
一场的戏，一天可以表演
两三场。木偶戏艺人演
出一场最多能挣5元，而
当时一名干部的月工资
也不过30元左右。

“学戏用了一年多，师
傅带着我到处演戏。我就
看师傅怎么唱词，怎么表
演。”在兴叔看来，即兴本领
的习得，在于观察，“当年同
行聊天，也会交流‘做戏’的
技巧”。见多识广，自然信
心满满，兴叔20岁时已独
自登台演出，“自己演出的
前两场会有些生疏，后面就
完全不怕了。”像《薛仁贵征
东》《孟丽君》《胡奎卖人头》
等传统的高州木偶戏曲目，

兴叔都能信手拈来。
传统的小班高州木

偶戏台，是可折叠为一根
扁担挑着的箱子。在交
通不便的年代，艺人们肩
挑一根扁担，双脚踏遍了
各个舞台，走上百公里都
不罕见。

虽没有固定戏台，兴
叔总是享受着“一根扁担
挑着走”的乐趣。兴叔最
远曾走到江门台山，只为
演 一 出 传 统 高 州 木 偶
戏。凭借“做戏”的收入，
兴叔很快娶妻生子，还在
20世纪90年代初盖了新
房。

随着电视机等新娱乐
的出现，1996年开始，木
偶戏市场需求逐渐减少，
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功能，
新人也不再入行。似乎一
夜之间，木偶戏不见了。

选择做抖音直播，是
车清华的建议。1996年，
无法再靠“做戏”维生的兴
叔回家务农，之后又到砖
厂和水泥厂打工。前几
年，兴叔到东莞帮车清华
带小孩。车清华发现，老
爸似乎仍然忘不了木偶戏
——连哄孙子的时候，他
嘴里哼的都是木偶戏的唱
词。

父子二人回到高州，
问遍前辈与同行，终于从
老师傅们的手里买到了戏
台与几十个木偶。

2022年年底，抖音号
“兴叔木偶戏”正式开播，
这距离兴叔上一次表演已

过去27年。
虽然多年不曾表演，

但面对支起来的小戏台，
兴叔并不觉得陌生。“最初
只是想演给附近的老年人
看一下。”车清华说，那时
对于直播效果并没有过多
期待，“一开始直播间只有
一两个人，后来逐渐增加
到150人”。虽然直播间
乏人问津，但对于兴叔来
说，已十分满足。

转折出现在大年初
三。那晚直播了没多久，
突然有大批网友涌入直播
间。“后来我们发现，那天
隔壁村在做‘年例’。”车清
华解释，“往年做‘年例’，

木偶戏都是重头戏，但现
在大家很久没看过了。可
能是有人刷到我爸在直
播，于是分享了出去……”

抖音上有人在做高州
木偶戏!这个消息在高州
乃至茂名地区迅速传播开
来。那一晚，“兴叔木偶
戏”的粉丝增加了5000多
人。车清华说:“虽然我爸
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好开
心。”

起初，涌入直播间的
账号IP多来自高州本地，
而后则遍布全国。初三往
后的几天内，兴叔直播间
的观看人数从几百人上升
到几万人。

每天正式开播前，兴叔会
拿出两小时时间做准备工作。
他根据典故来编排表演剧目、
背诵故事情节，手写剧本已有
十几万字。

因木偶戏多采用高州白话
方言演出，兴叔还要将表演的
故事梗概写在白板上，将姓名
牌挂在每个出场的木偶身上，
方便不懂粤语或不熟悉木偶戏
的粉丝，理解唱词与人物故事，
寻找共振。

一场直播3小时，车清华担
心兴叔年纪大体力不支，曾劝
说他缩短直播时长，可他对此
非常固执:“一场戏就这么长时
间，一定要演完整。”

从原来的台下坐满观众，
到现在对面只有一部手机，兴
叔觉得有些不适应。“他感觉现
在有些冷清，与观众不能互
动。”车清华说。

为了获得更好的直播效
果，兴叔和车清华在硬件上下
足功夫，配备全套的电脑、灯
光、字幕机。直播的“主角”木
偶，有些是兴叔向前辈与同行
购买，有些则是他自己动手制
作，他还会专门为角色定制衣
服。如今，不仅周边的老年人
爱看，许多年轻人也会观看打

赏。兴叔直播间涌现许多支持
者，有网友留言:“小时候常陪
老人来听”“希望木偶戏能传承
下去，被更多人看到”。

兴叔被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许多研究相关课题的大学
生，会来到家中与他探讨。这
让兴叔觉得十分开心，他认为
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木偶戏
再次受到重视。

车清华告诉记者，兴叔最
初直播时，家人并不支持，“一
方面是由于前期的投入多，另
一方面是家人担心父亲年纪大
会被同乡议论”。

随着兴叔获得越来越多的
关注和认可，家里人也逐渐放
下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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