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3 漳州木偶头雕刻 

时间:2006年  类别：民间美术 

地区:福 建 编号：Ⅶ—44  

 

  

申报地区或单位：福建省漳州市 

 

    漳州木偶头雕刻是木偶戏道具制作中的一门特殊技艺，属于民间工艺美术，主要分布在福

建省漳州市、厦门市、泉州市及周边地区。   

    漳州木偶的整体造型包括头、四肢、服装、冠盔等，木偶头雕刻仅指头部造型。作为戏曲

舞台人物头像的雕刻，非常注重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夸张的造型、丰富的表情、类型化的处

理方式是漳州木偶头雕刻的普遍特征。这一雕刻历来师徒相承，且以家族祖传的方式为主，一

直流传至今而无中断。 

    现在漳州木偶头雕刻的代表性传承人为徐竹初。他从艺半个多世纪，继承了祖辈优秀的雕

刻手法，并能创新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设计的戏曲人物造型多达六百多种，生、

旦、净、末、丑等各行当齐全，其中既有传统名剧的名角，又有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魔怪等形

象，个个脸谱不同，率真、精致、优美，神态各异，生动传神，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品”。 

    徐竹初的木偶俗称“北派木偶”，其技法源自北方汉剧的风格模式，强调木偶戏剧的表情

化与性格化，注重内在神情性格的表现，强调“以形写神”，因此在落刀之前，他总要细细研

究，认真揣摩所刻画人物的身世、身份、性格、好恶，思考成熟才下刀，故其刀法有力，形神

兼备，韵味十足。 

    闽南地区的木偶戏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木偶头的造型艺术也因之而获得了一个

相关传承人: 

徐竹初    徐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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