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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作為中國傳統語言藝術的重要門類，
歷經百餘年傳承演變，逐漸發展為深受大眾喜
愛的表演藝術形式。它不僅承載着中國人獨特
的幽默智慧與語言審美，也成為中國非物質文
化遺產體系中極具辨識度的「聲音符號」。近
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相聲」代表性傳承人之一、相聲表演藝術家
馬志明接受中新社專訪，分享他幾十年舞台經
驗與文化思考。

相聲包袱不在多而在巧
「馬氏相聲」是一種風格的傳承。馬志明

說：「我的家族成員從藝至今已150多年，馬
氏相聲則傳承了134年。從我爺爺馬德祿起，
就將『清門相聲』與『渾門相聲』兩大傳統
風格融匯，形成了『清渾合流』，繼而影響
到我父親馬三立，再傳到我這一輩。」據他
介紹，「馬氏相聲」講究四個方面：內容
「俗不傷雅」，說的是老百姓的事，但不粗
俗低下；風格「謔而不虐」，善於諷刺，但

點到為止；口味「鹹淡見義」，既有知識
性、思想性，又兼具娛樂性和市井煙火；表
演「似我非我」，演員將人物演到骨子裏，
但又不完全代入自己。
時代變遷中，傳統相聲如何適應當代快節

奏的傳播語境？對此馬志明回應道：「過去
說一段相聲可能20分鐘才抖出一個包袱，但
觀眾照樣樂得不行。現在短視頻時代，有人
希望『3秒一個包袱』，甚至剪輯成『包袱合
集』。但相聲真正的魅力不是在於『抖』多
少個包袱，而在於『包』得巧不巧。包袱得
有鋪墊、有語境、有節奏、有層次——好比
吃包子，皮得發麵，餡得合口，得先用一層
一層的語境把它『包』起來，最後再揭開
『底包袱』，觀眾才會覺得有回味、有驚
喜。要是一上來就抖包袱，就像把包子剝了
皮、拎出一團餡往嘴裏塞，吃着沒層次，也
沒意思。好的相聲，得是熱騰騰一口咬下
去，麵香餡足、還得有點『湯汁兒』，才算
過癮。」

幽默邏輯跨越語言文化邊界

相聲講「逗哏」與「捧哏」，日本漫才講
「耍笨」與「吐槽」，對馬志明而言，喜劇各
有各的打法，但從根源講，幽默是共通的。
「其實邏輯結構非常相近。相聲和漫才都講究
節奏和角色分工，目的都是『在對話中製造意
外與笑點』。但區別也很明顯：漫才更依賴快
速節奏、直白的衝突輸出，而馬氏相聲更講究
『鋪平墊穩』，從聊天中自然轉入段子，聽似
聊天，實為表演。」
馬志明記得有一年，一位專門研究幽默文化

的美國學者來到他的小劇場裏。學者聽不懂中

文，但還是笑了，笑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人
物關係、語氣鋪墊、情緒轉折，「那個『勁
兒』他能感受到。這時候，語言真成了障礙
嗎？我看不見得。」他認為，關鍵是要找到文
化之間的「共情點」，如家庭關係、代際衝
突、小人物的無奈，這些全世界都懂。「如果
能在這些層面上講故事，相聲就有希望成為真
正意義上的『中西共笑』的藝術形式。當然，
這對我們演員的要求也更高了。你得會講段
子，也得明白別人的笑點在哪兒；你不能光想
着輸出傳統，還得琢磨怎麼『翻成別人聽得懂
的邏輯』。這不是削足適履，而是文化互通的
能力。」 ●文、圖：中新社

相聲能否成為「中西共笑」的語言？
——專訪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志明

畲族銀器具有獨特的製作工藝，在
畲銀製作中，以福安葉氏一脈的

「珍華堂」銀雕尤為突出。它是中國傳
統銀雕工藝與畲族文化的融合，經過幾
百年的傳承和發展演變而來。「珍華
堂」銀樓源於清朝同治年間，由元代著
名宮廷銀匠朱碧山的嫡系傳人葉三妹所
創立。2011年5月，畲族銀器製作技藝
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珍
華堂」畲族銀器技術研究所是該技藝的
保護單位。林偉星的父親——中國工藝
美術大師、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林仕元的
銀雕技藝就是傳承於朱碧山一脈。

薪火相傳 為畲銀存續開闢新境
在林偉星的記憶中，從小他耳濡目染

父親的精湛技藝，七八歲的年紀就開始
充當「勞力」。「小時候最討厭寒暑
假，因為每到寒暑假其他小孩可以玩，
我卻要被大人叫着打下手，學習打
銀。」在林偉星的講述中，最開始他並
不喜歡打銀，甚至一度想要逃離這個家
族傳統。
2002年，林偉星在深圳大學完成了計

算機專業的學業，在權衡家族整體利益
後，他選擇回歸家族，重拾打銀舊業。
「再次接觸畲銀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奇妙與喜愛。」回來後，林偉星下
工廠三年，苦練基本功。2012年，經過
多年磨練，林偉星正式接過父親林仕元
的接力棒，成為家族第五代掌門人，為畲族銀雕的存續開
闢新境。
在林偉星的工作室裏，小小的打銀桌上擺放着不少工

具，還有一個尚未完工的銀盤。白熾燈下，銀輝閃爍，隨
着林偉星手中銀錘的每一次精準敲擊，銀盤上逐漸顯現出
細膩的紋路和生動的圖案，一件銀雕藝術品正慢慢成形。
林偉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畲族銀器製作主要包括
『操、鑿、起、解、披』5大技法和『平雕、浮雕、圓
雕、鏤空雕』4種工藝，共有搓絲、集花、掐絲、鑲嵌、
鏨刻等30多道全手工製作工序，整體工藝要求藝人心、
眼、手、力的精密配合，功夫都在匠人手上。」談及畲族
銀雕的精湛工藝，林偉星如數家珍。
鏨刀每一次起落，都在銀器上留下極具特色的紋理，記

錄着極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歷史。與苗銀不同，畲銀有許多
鳳凰元素。「這是畲族的圖騰象徵之一，他們稱自己為
『鳳凰的後裔』。」林偉星解釋道，畲族人「崇鳳敬

女」，銀飾上的圖案也多和鳳相關，且
因此前交通不便等原因，畲銀在很長一
段時間內都不為人所知，所以在製作技
法上更遵從古法，技藝也更加細膩。

兼容並蓄 守正基礎上的創新
從熱愛到傳承，林偉星明白這並不是
一條簡單的路。「製作出符合當下時代
的作品，才是傳承的意義所在。」他認
為，傳統手工藝要融入現代社會，首先
就要做好傳承，讓其能再次呈現在生活
中，其次就是要與時俱進，作品必須要
符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不斷滿足人們
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自從走上傳承之
路，他就開始創新探索更多可能性，將
壽山石雕、景德鎮瓷器、福州漆器等引
入畲族銀器，遵循兼收並蓄、融會貫通
的原則，讓畲族銀雕不僅保持了其傳統
之美，同時也迎合了現代審美與實用的
需要。
打破常規、推陳出新是林偉星的一貫
作風。為解決銀壺焊點多的問題，他打
破常規銀壺的製作方法，通過一次又一
次的試驗，成功製作出一體銀壺《槌目
紋銀壺》，深受收藏家的青睞。這把銀
壺曾榮膺第十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博
會海峽工藝精品獎金獎。傳統技藝上的
堅守守住了畲族銀器的魂，而守正基礎
上的創新，則讓林偉星的銀雕產品在市
場上出圈，讓畲族銀器叫好又叫座。
隨着福州傳統裝束技藝「三條簪」火

遍海內外，越來越多人來到福州體驗這種別具一格的裝
束。去年9月，林偉星帶領團隊歷時45天，打造了一套純
手工雕刻的「三條簪」。據林偉星介紹，這套「三條簪」
的主簪長約24厘米，副簪長約22厘米，總重量約330克。
作品在復刻傳統的基礎上，融入了創新元素。在簪面設計
上，將福州著名的「三把刀」——裁縫剪刀、廚師菜刀、
理髮師的剃頭刀融入其中，不僅展現了福州人民的勤勞精
神，更為「三條簪」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作為福建青年手工藝人代表，林偉星眼中的畲族銀雕

是一張向全球展示福建非遺文化的寶貴名片。近年來，
他既活躍於藝術創作的第一線，更積極走到更多地方參
加非遺展示活動，足跡踏遍香港、澳門、泰國、法國、
意大利等逾十個國家和地區。他說：「畲族銀雕代表着
中國傳統手工藝，每一次走出國門向全世界講述中國非
遺故事，都讓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這是一種中華文化
自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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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錘敲過數千年，無字傳承幾度秋。」有溫度的銀器，如活物一

般敘述着人與銀器的故事。畲族，一個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銀

器雕刻符號成為畲族重要的文化傳承的載體，銀器鍛造工藝由此代代

相傳。福建福安畲族銀器及其工藝起源於民間，又深受宮廷文化的影

響，既飽含民俗文化中質樸、粗獷、神秘的色彩，又蘊含元代正統銀

雕文化中造型新巧獨特、紋飾雕工細膩精美的高雅風格。「珍華堂」

畲族銀雕是閩東畲族銀雕技藝的傑出代表，歷經六代傳承。「畲族銀

器不僅關乎技能，也關乎傳統文化的傳承。」從一個一心想逃離打銀

的叛逆少年成長為「珍華堂」第五代傳人、福建省畲族銀器製作技藝

非遺傳承人，入行二十餘載，林偉星在打銀的過程中，堅守初心，找

尋到了自己的傳承之路，以鏨刻歲月文化，以匠心傳承技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圖：受訪者提供

畲族銀雕非遺傳承人林偉星

●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志明（左）及兒子馬六
甲分享相聲「出海」的現實可能。

●林偉星在上海同濟大學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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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星和父親林仕元（右）參
加2018年中國當代工藝美術雙
年展。

●2009年，林偉星（右一）參加
香港禮品展。

●2013年8月，首屆「西岸．馬三立城市舞台戲劇
展」在天津大禮堂開幕，「少馬爺」馬志明（左）
親自掛帥飾演《烏盆記》劇中人物。

●●林偉星林偉星
攜團隊歷攜團隊歷
時時4545天天，，打造了打造了
一 套 純 手 工 的一 套 純 手 工 的
「「三條簪三條簪」（」（又名又名「「三三
把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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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星林偉星

當下電商發展勢頭強勁，為非遺
產品的推廣和銷售提供了廣闊的平
台。林偉星利用計算機專業的優勢
下了苦功夫，革新了家族企業的市
場營銷模式。據他介紹，如今自己
的銀飾創作多以設計為導向，借助
電商平台和互聯網短視頻推廣，對
文案、視頻、圖片、包裝等的要求
更高。早年他在淘寶上開了網店，
並致力於非遺電商團隊的打造，聯
合當地青年力量，逐步培養出一支
會攝影、熟文案、愛直播、懂畲族
銀雕的「95後」電商團隊，把非
遺的故事搬到線上，通過視頻、直
播，讓更多的人了解非遺。

匯聚青春力量助力非遺傳承
林偉星說，個性化定製也為手藝
人帶來了機遇。例如，他曾為一
款知名電腦的主板製作了純銀的
「瑞獸麒麟」個性化裝飾。「這
就是銀器和互聯網的一次巧妙結
合。」在他看來，當非遺搭上
AI、直播、個性化
定製的「快車」，
當非遺產品成為年
輕 人 喜 愛 的 藝 術
「潮玩」，古老的
藝術將再次發出耀
眼的光芒，散發出
新的生命活力。
近日，「中

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承人研修培訓計
劃十年成果展」在
中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館舉行，展示140餘所研培計
劃參與院校教師和學員的1,000餘
件（套）優秀作品和學術研究成
果。作為研修班優秀學員，林偉星
的作品《金安．錦程》屏風由福州
大學選送參展。這面銀雕屏風以篆
書「平安」為骨，融入福建靈蛇意
象，將千年鏨刻與當代美學結合。
銀胎上鑿出的仿商周蟠螭紋蛇鱗，
融入福建對蛇的獨特表達。淺浮雕
讓蓮瓣、卷草栩栩如生，光影下呼
吸感十足。赤金游弋冷銀，寓意
「金蛇吐瑞」，呼應福建人對好運
的期盼。每一寸紋樣都歷經七重退
火、九道打磨，青銅古韻在銀器上
重現。
林偉星堅持着自己的熱愛，也將
更多學生帶入畲族銀雕的廣闊天地
中。他堅持走進校園，將傳統手工
藝帶到青年身邊，講述畲族銀雕記
憶，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養傳承
力量。「年輕人將創新的想法融入
設計，給銀飾創作帶來革命性的

新 鮮 血 液 的 沖
刷。」他透露，自
己將用十二生肖屏
風來記載淺浮雕、
高 浮 雕 、 焊 接 浮
雕、鏤空浮雕等 12
組畲族銀雕技法，
計劃每年完成一
幅，完成後將

送予博物館留存，
整個設計製作過程
都有學生參與。

●《金安．錦程》屏風

一錘一鏨二十載 千錘百煉傳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