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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0 年来，我一直沿着武打片
的道路在尝试新的方法，目前在电影
镜头方面已经初步做到了。现在回到
舞台，也希望能够寻找到适合舞台的
形式来讲述武行的故事。”日前，由中
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新创话剧

《搭手飞人》，在北京和山东尼山完成
了首轮演出。这是电影编剧、导演徐
浩峰执导的首部大剧场话剧，也是他
阔别话剧舞台20年后的回归之作。

徐浩峰是一位集导演、作家、编剧、
教师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艺术家，其作
品个人风格鲜明。他导演、编剧的《师
父》《倭寇的踪迹》《刀背藏身》，编剧的

《一代宗师》等反映武行的电影，获得
过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
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华语
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编剧奖、北京大学
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诸多奖项。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徐浩峰成为
电影导演之前，曾是一名话剧导演。
2001 年和 2003 年，由他执导的话剧

《北京无冬天》《这块儿的黎明静悄
悄》，曾分别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与实验
剧场上演。此次回归话剧舞台，他期
待能找到影视之外的、属于舞台的表
现方式。

话剧《搭手飞人》根据徐浩峰发表
在《收获》上的小说《白俄大力士》改
编，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
于师徒、传承、情义的故事：当代一部
武打片的首映日，一位电影厂老职工
的子弟向职工宿舍的保安道出这部武
打片的故事素材来源，继而追溯到
1916年天津武术界的一桩比武事件。

该剧的情节由身处武行的男主角
冯梦临与纸扎行的女主角生万物的爱
情线索推进，过程之中，天津武术文化
的传说与典故、人情与品格，天津传统
武术界的推手与大杆子技法，以及传
统纸扎工艺，都将向观众娓娓道来。

“‘搭手’是摔跤术语，‘搭手飞人’
其实应该是‘搭手人飞’，指双方一搭
上手，其中一方就将对手打飞。为了
讲出来好听押韵，就成了现在的‘搭手
飞人’。”据徐浩峰介绍，在剧中，“搭手
飞人”一方面是指当时天津武行的人
为了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决定用摔
跤的手法跟洋人比力量；另一方面则
把这个武术术语艺术化，象征一种“有
情人未成眷属”的人物关系。《搭手飞
人》中的冯梦临和生万物，如同《一代
宗师》中的叶问和宫二，虽然彼此欣
赏、暗生情愫，但都发乎情止乎礼，未
能相伴相守。

而无论是《一代宗师》中宫二所言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还是《搭手
飞人》中冯梦临提到的“爱天地，爱万
物，也能爱上人”，徐浩峰都试图用一

种中国人特有的绵长而细腻的表达方
式，淋漓尽致地展现生活中的人情世
故。

与他的《师父》《门前宝地》等电影
一样，话剧《搭手飞人》讲述了民国时
期天津武行的面子与里子、规矩与破
局。民国时期的天津武行似乎是徐浩
峰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

据徐浩峰介绍，他母亲家中的一
些亲戚长辈，是彼时天津社会结构中的
主干人物。他姥爷的弟弟李仲轩，是天
津武行中的形意拳大师，被称为“中华
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见证者之一”。

“我从小耳朵里就灌满了天津卫各种各
样的武林传闻，长大后又有机会去搜集
掌握家族口传之外的社会资料，做了许
多关于武术的口述史，慢慢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表达风格。”

徐浩峰透露，《白俄大力士》就源
于小时候二姥爷给他讲的故事，“百年
前中国人的生活逻辑，一直是我作品
的主题，我也一直从民间汲取养料。
我现在的天津武侠故事储备，够我拍
到60岁。”

除徐浩峰外，《搭手飞人》还集结
了编剧徐骏峰、导演吕波、著名演员公
磊，以及翟冠华、邹一正、夏力薪、胡晓
龙等国家话剧院中青年实力演员。“与
国家话剧院优秀演员的合作，激发出
我很多灵感，让我感觉重回年轻时代，
找回最初从事艺术工作时每个细胞都
张开的感觉。”徐浩峰说。

舞台上，《搭手飞人》借助电影蒙
太奇手法，以当下和1916年两个时空

“切换”叙事，为观众娓娓道来一段充
满“纪实感”的天津武林往事，多层面
展示了天津传统武术界的人文层次，
真切展现出上世纪初武术界人士独特
的情感和人格。

“与《师父》等电影一脉相承，带有
强烈的个人风格，是一部‘非常徐浩
峰’的作品！”“剧本、作曲、表演等都令
人印象深刻，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情
与义。”“无论是极度克制与内敛的男女
情感，还是‘河山永存，民众之功’的深
远立意，都让人深深共情。”“一种中国
传统艺术中大写意的精妙感，耐人寻
味。”……首轮演出后，《搭手飞人》也在
戏剧观众和徐浩峰的影迷中引发热议。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表
示：“这部剧讲述武林故事，也探讨中
国精神。从剧中的侠义精神、武林规
矩来谈中华民族道德层面上的精神和
智慧，重情重义、守正守信、独立自
强。通过这部剧，看懂中国人做人行
事的人文特质和自觉意识，这种自觉，
是高妙的智慧，是古老大国‘天人合
一’的高维思想赓续下来的‘中国自
觉’。” 来源：《中国文化报》

话剧《搭手飞人》剧照

辜国强上大学时在景德镇学习陶瓷设计，大学毕业后在艺
术品拍卖行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辜国强在故宫参观文物修
复的过程中被一件花丝镶嵌首饰“迷住了”。“我们拥有如此精
湛的首饰和技艺，但这样美丽的事物为何被人淡忘了？”辜国强
很疑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花丝镶嵌技艺的传承出现“青黄不接”
的窘境。“陈旧、老化、缺少变化。”辜国强说，那时国潮还没发展
起来，人们对传统手工艺品“土”“旧”的偏见还未改变，在缺少
市场的条件下，传统技艺也因循守旧，难寻突破。

凭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对花丝镶嵌的强烈兴趣，辜国强
返回重庆后跟随重庆工艺美术大师李昌义学习花丝镶嵌技
艺。2017年，学有所成的辜国强在重庆渝北区龙溪街道的一间
毛坯房内建起了非遗独立工作室。

记者采访时，辜国强小心翼翼地从工作室内拿出他的得意
之作——一顶仿明末诰命夫人的凤冠头饰。奇怪的是，这顶凤
冠只有一个金丝骨架。接着，他拿出多个龙、凤样式的流苏发
饰，一点点将它们组装至凤冠上，不一会儿，一个秀雅大气的完
整版凤冠最终呈现，凤冠流苏触角轻颤，玉石璀璨，华贵精美。

“这件作品名叫‘凤引九雏’。”辜国强介绍，冠上的龙、凤、
流苏都可单独拆卸，每一样也可单独搭配发髻装饰，增加了头
冠的实用性。

传统的形制样式加现代化的组装形式和实用化的搭配可
能，是辜国强的第一个创新思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创新传承愈发受到社会关注，如辜国强一样的诸多传统技艺人
都在思考一个非遗“破圈”的可能。“如果只是复制已有的样式
形制，传统非遗工艺很难有所突破。”辜国强说。

于是，每年初工作室都会定下当年的新品主题，今年的主
题是“山水”。

花丝镶嵌工艺的纹饰一般都是花鸟等，就像工笔画，有明
确的线条和封口，而中国传统山水画讲究留白，笔触生动，重在
意韵，没有明确的封口，在花丝镶嵌工艺的实践中很难把握这
种虚实关系，需要花费不少精力进行尝试。

设计风格的不断变化带来的是制作工艺的探索和突破。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的花丝镶嵌工艺已经越来越精致，工艺
上取得了很多进步升级，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将更多的艺术性和
思想性融入花丝镶嵌作品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辜国强说。

时尚耳饰、蝴蝶胸针……工作室设计的一件件作品在社交
平台上渐渐被大家认可。如今，辜国强的工作室一个月销售超
400件花丝镶嵌作品，其中不少远销美国、日本等国家。“今年以
来，订单相比去年增长近40%，工期已经排到2个月后。”辜国强
说。

最近，辜国强又迷上了ChatGPT，他关心的是新技术能为
花丝镶嵌带来什么？

“除了能一键生成产品文案，AI作图也能给我们提供不少
设计灵感，助力创新创作。”辜国强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了几
张AI所作的花丝镶嵌设计图，图片里，3D渲染出的花丝镶嵌发
饰精美别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工作室，已有20余名成员成为
非遗的传承者。辜国强说，在这些年轻匠人的图纸上、焊枪下、
操作台上，一根根如发般纤细的金丝旋转、缠绕、拉扯，传统技
艺在创新的加持下走向新生。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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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技艺人辜国强说，他最大的乐趣便是将创新元素融入
花丝镶嵌作品中。

花丝镶嵌工艺又称细金工艺，中国宫廷工艺的代表，与玉
雕、景泰蓝、雕漆等并列为“燕京八绝”。花丝镶嵌工艺已有
2000多年历史，大致发源于商周，两汉时期脱离了青铜器铸造
工艺，形成了独立的工艺体系。在明清时期，花丝镶嵌工艺走
上了巅峰。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以
金、银等为原料，采用掐、填、攒等技法，将金属丝制成千姿百态
的造型。

这是辜国强创作的花丝镶嵌作品。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