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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让非遗变成‘非

常遗憾’，艺术需要世世代代

的传承”。沈晓发现年纪在增

大，但脚步却是越发地停不下

来。他想给现在的孩子们留点

什么，不让他们长大后回忆起

童年，只有一堆数码产品。“这

正是我们致力于技艺传承的动

力，也让我们看到民间艺术未

来得以延续的希望。”

这些年来，沈晓在绵竹市

紫岩小学、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分校设立了手电影少儿艺术

团，进行传统戏剧教学。他还带

着孩子们参加了《出彩中国人》

《了不起的孩子》等节目录制。

“除了学校，未来还会在

更多的小剧场开展面向儿童的

手电影教学，开发系列课程。

下一步会落实教学系统的拍

摄，作为影像保存，也许还会

考虑做手电影绘本。”沈晓说。

如今的沈晓已过了知天命

的年纪，却依旧保持着向外界

学习的心态，积极拥抱新事

物。他带着剧目飞去美国的偶

影中心交流学习、把诗歌融进

台词、将父亲留下的木偶剧编

辑整理成剧本……他用指掌演

绎出山川河谷、日月星辰、春

去秋来……

黑夜中,双手在光束下不断变化，光与影在墙面上交织出兔子、孔雀等小动

物……在许多人的童年里，一定会有这样一段手影带来的温暖记忆，难以忘怀。

手影，即借光弄影。《夷坚志》中曾用“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

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勾勒出手影人在“戏台”前的形象。用它来形容隐在

幕布后的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单戏的代表性传承人沈晓，再恰当不过。

二十多年来，沈晓将传统的手影、皮影、木偶等表演方式融合，并加入故事

情节，使之形成全新的表演形式——“手电影”。

一张幕布,一盏灯,随着音乐

的变化,隐在幕布后的人，或蹲或

跪全凭灵动的手指在幕布间游

走,变幻出世间万象，喜怒哀乐。

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热恋的情

侣，到新生宝宝面对世界的第一

个微笑……台下的孩子们早已目

瞪口呆，大人们也睁大了眼睛。这

场影子戏的表演者，正是沈晓和

他的团队。

沈晓的父亲是已故木偶大师、

原成都木偶剧团团长沈慕垠，曾创

作过很多优秀的表演作品，成为艺

人们学艺的经典课段。

父亲沈慕垠表演的一场场被

单戏、皮影戏滋润了沈晓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期是很幸福的，受父

亲的影响也很大。”1978 年，15岁

的沈晓跟随父亲学艺，从父亲那

里，他学到了木偶戏、皮影戏等传

统玩偶戏技艺。1981年，沈晓顶替

退休的父亲成为成都木偶剧团的

一名演员。几年后，由于很多想法

得不到实现，沈晓带着木偶、道具

开始了流浪艺人的演出生涯，足迹

遍布了大江南北。

2006 年，在湖南长沙演出的

沈晓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昏迷

不醒，医生甚至诊断他难以醒来。

幸运的是，半个月后，沈晓奇迹般

地苏醒了。但因为脑部损伤，以前

说话干脆利落的他，难以自如表

达，大腿里到现在还嵌着合金支

架。幸运的是，他的双手完好。

在卧床治疗的半年时间里，沈

晓每天都会坚持活动自己的双手，

他告诉自己，再艰难也要把想做的

事做下去。“车祸之前是我的上半

辈 子 ，车 祸 之 后 是 我 的 下 半 辈

子。”车祸后，沈晓知道了什么是

“人生难测”，之后的每一天对他

来说都很珍贵。

在后来巡回演出的剧目《挡不

住的飞翔》中，沈晓将自己车祸前

后的经历搬上了舞台。

向小英是团队中和沈晓认

识时间最长的伙伴，两人的合作

缘于一次表演。当时，表演已经

结束，但跪在地上的沈晓一直站

不起来，向小英走过去一看，发

现他的护膝里全是血。这是车祸

的后遗症，但沈晓整个表演过程

却没有任何异样。她感动于沈晓

对艺术的认真和执着，于是共同

成立了沈晓文化艺术中心，携手

创新手影的表演方式。

相对于木偶和皮影，沈晓接

触手影较晚。对他来说，尽管都

是手上功夫，但没有了道具的支

撑，双手直接暴露在灯光下，虽

然效果更直观，但难度也更大。

“简单地说，一旦去掉灯光和幕

布，单看手上的动作，很难看出

要表现的是什么。”

于是，如何拿捏手势，幻化

成想要的效果，便成了技术活

儿。但关于这门技艺的技巧，沈

晓几乎没有更多言语，他只强调

这是熟能生巧的功夫。

“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人

们对传统表演没有耐心，如果一

开始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就说

明这门艺术已经不适合这个时

代。”沈晓把所有能通过双手表

现的艺术，都归纳到一个舞台

上，逐渐发展成系统的表演，将

传统艺术、现代艺术与手影戏结

合在一起，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

的手影。

多年来，沈晓大胆尝试创

新，独辟蹊径，将被单戏、皮影

戏、木偶戏、真人儿童剧、手影戏

巧妙融为一体。“这些通过手来

表演的民间艺术，过去都以相对

独立的形式存在。如今在我们手

中，它们重新有了新的联结和生

命。”沈晓说。

沈晓也曾带着这门民间艺

术走出国门，到数十个国家表

演, 并 获 得 第 21 届 国 际 木 偶

视 觉 艺 术 奖 、第 46 届 克 罗 地

亚萨格勒布国际木偶节评委

会奖等荣誉，成为了第一个把

中国手影成功搬上大型舞台

的开创者。

2010年，在马来西亚某广告

公司拍摄的一个手电影短片中，

沈晓团队不借助任何道具，只用

一双手就展现了五大洲的著名

建筑，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

科技的一次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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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开辟
“手电影”

沈晓和孩子们在一起沈晓和孩子们在一起

沈晓教授孩子们手影技巧沈晓教授孩子们手影技巧

暑假期间，“手机争夺战”“网络

保卫战”“游戏狙击战”在不少家庭

上演。父母要做孩子的榜样，给予孩

子高质量的陪伴。

“数字代沟”呼唤家庭网络教育新理念

（A3版）

多地试点人脸识别技术认证

“刷脸”办事靠谱吗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出现，“刷

脸”如何让生活更便捷，又如何保护

用户的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

（A2版）

本期
导读

这些先进典型的动人事迹，弘扬

了“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

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引领形成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推动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以凡人善举弘扬天府文化
用榜样力量充盈城市精神
——四川省成都市选树先进典型

丰厚精神家园

（B1版）

我国将招募
退休教师到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讲学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施
雨岑）为进一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

设，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优势资源，教育

部、财政部近日研究制定《银龄讲学计

划实施方案》，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

优秀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高

级教师等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讲学，

发挥优秀退休教师引领示范作用，促

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根据方案，我国将在 2018 年至

2020年招募 1万名讲学教师，原单位

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银龄讲学计

划。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

方案指出，招募到的讲学教师可

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

学为主的讲学活动，同时也可根据受

援学校的教育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

课、开设公开课、研讨课或专题讲座，

指导青年教师、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管

理和开展教研活动等丰富多样的讲学

活动。

方案要求，首批讲学教师应于

2018年秋季到位。

2018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
评选表彰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侯
雪静）7 月 20日从国务院扶贫办传出

消息，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

彰活动正式启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各牵头部门向全国评选

办公室上报推荐候选人和候选组织的

截止时间为7月31日。

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组织开展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

彰活动，旨在树立脱贫攻坚先进典

型，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

步行动起来，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

力，切实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

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了解 ，全国脱贫攻坚奖从2018

年起将“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

“创新奖”4个奖项的表彰名额，由每

个奖项每年 10 名增加到 25 名左右，

并增设“组织创新奖”，表彰名额为每

年40个左右。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由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实施。

2018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

动将于10月中旬结束。在全国扶贫日

期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召

开表彰大会，对获奖先进个人和先进

组织进行隆重表彰，采取举办先进事

迹巡回报告会、录制脱贫攻坚奖特别

节目等形式广泛宣传，营造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