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皮影戏

皮影戏
旧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用蜡烛
或燃烧的酒精等光源照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
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时，艺人
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
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有时用方言），
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天水等地农村，这
种拙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秦腔戏曲表演

秦腔是我国戏曲四大声腔（昆腔、高腔、梆子
腔、皮黄腔）中最古老、最丰富、最庞大的声
腔体系，覆盖面极为广阔，流行遍及我国西北
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西南的西
藏、四川，中原的晋西、豫东、河北，东北大
庆、东南的广东、福建，宝岛台湾等地以及吉
尔吉斯坦共和国等地，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地
方剧种，对许多剧种都有很大的影响。它历经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历代发展
日趋成熟，明末清初盛行于南北各地。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陕北说书表演

陕北说书是西北地区十分重要的曲艺说书形式，
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最
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
传说故事，后来吸收眉户、秦腔及道情和信天
游的曲调，逐步形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
书形式。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采用
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
间地叙述故事。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或称之
为“三弦书”，或称之为“琵琶书”。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华阴老腔表演

华阴老腔起源于西汉，先辈们在艰苦的劳作中
创造了这一艺术形式。它历经千年传承，承载
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老腔艺人们全情投入的
表演，让人震撼。他们手中的乐器虽朴实无华，
却能奏出最动人的乐章。那一声声呐喊，是对
生活的热爱，对命运的抗争。每一个动作、每
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华阴
老腔不仅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安塞腰鼓表演

陕西省的安塞县素有“鼓之乡”的美称,安塞腰
鼓场面宏大,动作奔放,节奏铿锵,人鼓合一,气势
磅礴,是陕北高原特有的地域文化,也是陕北人精
神风貌的象征。 在古代既是激励边关将士冲锋
陷阵、浴血奋战的号角,也是将士凯旋的欢迎曲。
如今,安塞腰鼓已成为中华民族坚毅不屈、意气
风发、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象征。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陕北民歌演唱

北民歌演唱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表演形式，
为中国民间音乐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是中
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中国民间
音乐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记
录了陕北地区的历史变迁、社会生活和民俗风
情，是了解陕北文化的重要窗口，承载着陕北
人民的情感和记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陕北民歌演唱在民间广泛流传，是陕北人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丰富了人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社火表演

社火起源于古代先民对土地神和火神的崇拜，
早在商朝宫廷里就有逐鬼的祭祀仪式，周代称 
“大傩”，秦汉时期叫 “社日”，唐代迎春仪
式发展为官民同庆的节日礼俗活动，“社火” 
一词始见于宋代。社火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内涵，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了众多古老的艺术
形式和文化元素。包含：舞龙舞狮、高跷等表
演形式。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木偶戏表演

在木偶头部及双手部位各装操纵杆，头部为主
杆，双手为侧杆，演员操纵时左手持主杆，右
手持侧杆，举起木偶操纵其动作。手套木偶，
又称掌中木偶、布袋戏等，偶人身高0.27米或
0.40米，头部中空，颈下缝合布内袋连缀四肢，
外着服装，演员的手掌伸入布内袋作为偶人躯
干，五指分别撑起头部及左右臂，相互协调操
纵偶人作各种动作，偶人双脚可用另一手拨动，
或任其自然摆动。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打铁花

打铁花蕴含着道教文化、民间祭祀文化等，是
中国民间习俗和社火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
人们的祈福愿望和民俗信仰。打铁花将高温铁
水击向天空，形成绚丽多彩的花火，与烟花、
鞭炮、龙灯等相结合，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
盛宴。它是中国古代冶铁文化的活化石，见证
了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发展历程，对于研究中
国古代工业史和科技史具有重要意义。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火壶

表演者身着防火服，把烧好的木炭放入身体两
侧的铁网中，通过上下抖动铁网，使炭火产生
火花，形成 “火树银花” 般绚丽效果，给人强
烈视觉冲击。火在人类文化中代表光明、温暖
和希望，火壶表演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寓意着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在民间信仰
中，火被视为具有净化和驱邪的力量，火壶表
演传递出驱邪避祸、永保平安的美好祝愿。表
演者在炽热火焰中舞动火壶，展现了坚韧精神
和无畏勇气；且表演中对火焰的操控和驾驭，
实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和融合，传达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川剧表脸

相传起源于远古时期，四川地区的人们为吓退
野兽，用不同颜色把脸部勾画出各种形态，后
来被川剧艺人搬到舞台上，逐渐演变成一门独
特的艺术。是川剧文化的重要代表，蕴含着丰
富的巴蜀文化内涵，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历史、
信仰和价值观，是研究巴蜀文化和民俗风情的
重要资料。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其快
速、神奇的变脸技巧，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
冲击和审美享受，极大地增强了川剧的观赏性
和吸引力。凝聚了无数川剧艺人的心血和智慧，
是中国戏曲艺术的瑰宝，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威尼斯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剪纸艺术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
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
在中国，剪纸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于各
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



威尼斯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泥塑艺术

泥塑，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以其质朴的
外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着
独特的地位。泥土的可塑性强，保存性好，是
理想的雕塑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泥塑技艺
不断精进，形成了多样化的塑造方法和丰富的
表现主题，如戏曲人物、民间故事、神话传说
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工匠们的技艺，更因
其生动的表现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威尼斯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糖画

糖画是一种传统民间手工艺，以糖为材料来进
行造型创作，糖画制作工艺独特，艺人先将糖
料在锅中加热至熔化，然后用小汤勺舀起糖汁，
在光滑的石板上快速浇铸，通过手腕的抖动和
转动，控制糖汁的流动，勾勒出各种图案。绘
制过程中，艺人需一气呵成，不能停顿，否则
糖汁冷却后就会断裂。绘制完成后，再用竹签
轻轻按压在糖画上，待糖汁凝固，便可以将糖
画从石板上揭下，一幅精美的糖画作品就完成
了。



威尼斯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吹糖人

吹糖人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技艺之一，有着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主要材料是
麦芽糖，这种糖加热后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延
展性，适合吹制和塑形。工具较为简单，主要
有一个小锅，用于加热麦芽糖，使其保持液态
便于操作；还有一根空心的麦秸杆或细竹管，
作为吹气管，艺人通过它向糖团中吹气，使其
膨胀成各种形状。



威尼斯行为艺术团非遗演出合集-拓印

拓印的主要材料包括宣纸、墨汁、拓包等。宣
纸具有吸水性强、柔韧性好等特点，能够较好
地吸附墨汁并呈现出清晰的图案和文字。墨汁
要求质地细腻、色泽乌黑，以保证拓印效果。
拓包是用棉布或丝绸等材料制成的圆形小包，
内装适量的棉花或海绵，用于蘸取墨汁并均匀
地涂抹在宣纸上。此外，还需要用到棕刷、喷
水壶等工具，棕刷用于在宣纸上刷平、压实，
使宣纸与被拓物体表面紧密贴合；喷水壶则用
于湿润宣纸，使其更好地附着在物体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