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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皮影戏的传承发展之路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实习记者 齐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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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办好第二届中国非遗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山东省参展工作动员会议在济南召开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常会学

孟娟）5 月 10 日，第二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山东省参展工

作动员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由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宗伟主持。中

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

化厅党组书记徐向红出席会议并

讲话，全省 17 个市文广新局分管

领导及省直文化系统有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

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中

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

守刚，副省长张建国等领导同志

关于第二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的重

要指示和第二届中国非遗博览会

第一次筹备会议纪要，枣庄市汇

报了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

徐向红在讲话中指出，中国

非遗博览会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集中博览、交易的盛会，是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部一会、西部

一 节”两 大 重 要 博 览 节 会 之 一。

办好非遗博览会，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的重要举措，对于

推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深入开展、弘扬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徐向红强调，做好参展工作

是办好博览会的前提和基础。高

质量、高水平地做好山东省的参

展工作，对全面展示山东省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展现各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丰硕成

果，增强与全国各省（区、市）的交

流，促进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各

地要紧紧抓住博览会在山东省举

办的机遇，认真学习领会省领导

同志的重要指示，把思想统一到

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的工作部

署要求上来，采取有力措施，切实

做好参展组织工作。

就做好山东省各市的参展工

作，徐向红提出明确要求：

一要高标准制定参展方案。

规 划 是 前 提、是 基 础，规 划 做 得

好，参展工作才能动员得好，实施

得好。各市要积极组织力量，多

方征求意见，尤其是专家意见，在

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聘请专

业参展机构，制定一个详细的、操

作性强的、科学的参展方案。

二要做好非遗项目和传承人

遴选工作。参展工作的关键是遴

选好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非遗项

目和传承人遴选的好不好，将直

接影响到展览的质量。山东省各

地都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各地对适合参展的项目和传

承人，要进行认真梳理排队，摸清

底数。在此基础上，积极动员、精

心组织，遴选出本地有特点的、在

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

传承人参展参演，做到好中选好、

优中选优。

三是高质量做好布展工作。

布 展 工 作 直 接 关 系 到 参 展 的 效

果。各地要深入挖掘参展、参演

非遗项目的内涵，根据每个参展

项目的特点，策划、设计出能充分

展示其文化元素的展览、展示方

案，通过预演，对方案不断提升和

完善。要积极运用图文和视频、实

物展览、传承人技艺及创作生产过

程演示、博览交易等多种形式，全面

展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积极开展博览交易活动。

四是积极做好入园工作。做

好项目和传承人入驻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园工作是本届博览会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 。 各 地 要 广 泛 宣

传，用好优惠政策，积极动员本地

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非遗

项目和积极性高的传承人入园，

并为他们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

五要加大对博览会参展工作

的宣传力度。博览会是我国非遗

的盛会，也是展现非物质文化遗

产 保 护 工 作 成 果 的 一 个 重 要 窗

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特别是参展项目和传承人矛以多

方面宣传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

认识、参与博览会，增强全社会非

遗保护意识。

六要加强对参展工作的组织

领 导 。 要 成 立 博 览 会 参 展 工 作

领 导 和 办 事 机 构 ，明 确 责 任 人

员；要 增 强 大 局 意 识，自 觉 服 从

组 委 会 的 统 一 安 排 。 要 加 强 本

地参展工作的组织调度，高质量

做好参展工作；要建立多元化投

入机制，为参展工作提供可靠的

资金保障。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宁昊然）5 月 11

日，首届龙山黑陶国际创意设计大赛新闻发

布会在济南召开。大赛组委会于 5 月 12 日起

面向国内外征集黑陶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

7 月 20 日止。

本次大赛由第十届中国艺术界山东筹

委会宣传活动部，中共章丘市委、章丘市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旨在促进龙山文化传承、

弘扬龙山黑陶艺术、激发艺术创作活力、提

高人们对龙山黑陶艺术的关注度和审美情

趣，充实“十艺节”筹备工作活动内容，扩大

“十艺节”社会影响力。

大赛主题为“ 踏寻龙山古文明制陶工

艺，弘扬山东新时期艺术盛典”，内容包括黑

陶形制设计创意、黑陶包装设计创意。参赛

作品要求设计独特，注重创新，体现龙山文

化内涵和黑陶艺术特色，简洁实用，可制作

性强。此外，大赛还面向国内外知名陶艺大

师、艺术家约稿，其作品经烧制后将永久收

藏于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 ，本 次 大 赛 要 求 所

有 的 参 赛 作 品 必 须 是 原 创 ，所 有 获 奖 作

品 必 须 进 行 产 权 登 记 ，署 名 权 归 原 作

者 。 中共章丘市委龙山街道工作委员会书

记黄治修表示，“ 黑 陶 制 作 产 权 的 保 护 基

于 两 方 面 考 虑 ，一 是 通 过 版 权 保 护 体 现

尊 重 创 新、鼓 励 创 造，努 力 形 成 黑 陶 工 艺

百 花 齐 放 的 局 面 。 另 一 方 面 ，希 望 引 导

各 制 作 人 员 形 成 各 自 的 风格，规范市场秩

序，以保证龙山黑陶健康可持续发展，激发

龙山黑陶的创作活力。”

山东省文化厅副 厅 长 陈 鹏 说，龙 山 黑

陶国际创意设计大赛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使

黑 陶 这 种 古 老 的 传 统 文 化 进 行 现 代 化 转

身，让其能在现实生活中重新绽放更加夺

目的光彩。

龙山黑陶，是 距 今 4000 多 年 前 我 国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一 种 文 化 。 龙 山 黑 陶 制

作 技 艺 被 誉 为“4000 年 前 地 球 文 明 最 精

致 之 作 ”，它 以 黑 色 陶 器 为 其 特 征 ，所 以

称 之 为“ 黑 陶 文 化”。 因 1928 年 首 次 发 现

于 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

山文化”。

“来者何人？俺乃泰山石敢

当！胆大的妖狼，竟敢在泰山上

拦路吃人，俺岂能容你！”一阵热

闹的锣鼓声，配上地道的琴书唱

腔，又一场皮影戏演出开始了。

白色幕布后，范正安一个人忙碌

着，口里边唱着曲，手里边舞着

人，脚下还踩着锤儿伴奏。虽不

到盛夏时日，但他额头上还是渗

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由于表演者

五官、四肢、大脑一刻都不得闲，

故这项绝技又称“十不闲”。

小皮影走进大课堂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将皮影这一民间绝活转

化成为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在范正安的推动下，泰山

皮影早在 2007 年就已经作为泰

安市的正式课程进入了泰安师

范附属小学课堂。“现在泰山皮

影课在该校每学期课时 244 节，

一 学 年 近 500 课 时。”范 正 安 的

儿 子 、泰 山 皮 影 艺 术 研 究 院 副

院长范维国说，目前，泰安市已

经 有 13000 多 名 小 学 生 学 习 过

这门课程。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皮

影、了解皮影、喜爱皮影，2011 年

2 月泰山皮影正式作为一门选修

课被纳入泰安市泰山学院的教学

体系，一学期 36 课时。“现在每周

二、四晚上，我都要去上课，同学

们的兴趣很浓厚。”范维国一边

说，一边向记者展示学生们写下

的接触泰山皮影的心得体会。“别

看他们对皮影艺术接触时间不

长 ，可 是 提 出 的 意 见 却 十 分 有

用。”范维国告诉记者，2011 年 11

月，泰山学院喜欢皮影戏的大学

生们还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个皮影

艺术社团。“下一步我们将在学院

内部以及泰安市相关部门举行学

生优秀作品展。”

据了解，2012 年 1 月 ，泰 山

皮影艺术研究院还联合泰安市

团 市 委 、泰 安 市 教 育 局 举 办 了

泰安市传统文化普及月暨小学

生首届手工艺 DIY 大赛活动，为

泰安市 7 万名小学生发放免费观

影票，并让近 2 万名小学生参加

DIY 大赛，亲自体验动手制作皮影

的乐趣。

小剧场承载大使命

为 了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泰 山 皮

影，2009 年，64岁的范正安不顾家

人反对，在泰安市老县衙文化大

院里创办了 皮 影 戏 小 剧 场 ——

弄 影 轩 。“ 教 学 生 也 好 ，带 徒 弟

也 罢 ，总 得 给 人 家 一 个 展 示 的

舞 台 ，让 孩 子 面 对 观 众 自 己 来

演 ，这 才 对 传 承 有 利 。”范 正 安

说 。 古 老 的 技 艺 要 想 生 存 下

去 ，不 能 光 等 着 政 府 给 钱 保

护 。“ 我 现 在 还 能 干 ，可 以 自 己

开 拓 市 场 ，政 府 可 以 把 这 部 分

钱投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为了吸引游客，他不仅表演

泰山皮影戏，还将山东琴书、山

东快书、东平渔鼓、山东落子等搬

上戏台，让游客能感受到多种传

统艺术表演形式。经过三年的

悉 心 经 营 ，范 正 安 的 弄 影 轩 渐

渐 聚 拢 了 人 气 ，并 有 了 回 头

客 。“ 现 在 游 客 来 到 泰 安 ，除 了

爬泰山，游岱庙，还要看皮影。”

范 正 安 高 兴 地 说 。 剧 场 火 了 ，

但他始终记得他创办弄影轩的

初衷——传承和传播泰山 皮 影

戏 。 自 开 业 起 ，弄 影 轩 就 开 设

了 学 生 免 费 专 场 ，并 由 每 周

六 的 一 场 增 加 至 每 周 五 、六 、

日 的 三 场 。 每 周 五 晚 的 市 民

免 费 专 场 也 是 弄 影 轩 雷 打 不

动 的 固 定 节 目 。 弄 影 轩 一 直

坚 持 做 公 益活动，2011 年 6 月，

与汇源出租车公司联合为泰安

市福利院的孩子们免费演出数

十场。

此 外 ，弄 影 轩 还 成 为 了 学

术 交 流 和 技 艺 传 授 的 主 要 场

所 。 以 范 维 国 为 首 的 36 名 员

工，在范正安大师的指导下，都

能登台演出。很多的学者以及

艺术团体也都来此进行交流访

问，泰安市各大院校如泰山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等都将这里设为学

生的实习基地。

小剧种成为大产业

弄影轩的创办，使泰山皮影

也由一门传统艺术走向了市场化

道路。古色古香的弄影轩是集曲

艺表演、旅游休闲、团体接待、特

产 购 物 于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场 所 。

自 2009 年 11 月弄影轩剧场试营

业以来，已接待旅游团体 200 多

个，接待外国友人 2000 余人次。

“许多游客来到弄影轩，都 会 被

皮 影 艺 术 吸 引 ，尤 其 是 外 国 游

客 ，对 中 国 的 传 统 艺 术 很 感 兴

趣。”范维国说。

此外，弄影轩还自行研究开

发 了 泰 山 皮 影 系 列 工 艺 品 、家

居饰品、服装、旅游商品等四大

类十几个品种的产品。“游客来

这 里 不 仅 能 看 泰 山 皮 影 表 演 ，

还能购买皮影系列工艺品。”据

范维国介绍，目前，弄影轩皮影

商品年产达 1 万余件，产品畅销

德国、日本等 10 余个国家。

在范维国眼里，弄影轩的成

立仅是泰山皮影艺术发展的第

一 步 。 对 于 泰 山 皮 影 的 未 来 ，

他已经有了清晰的构建。他介

绍说，除了弄影轩，泰安市还将

建立白马剧场、徂徕剧场、儿童

剧 场 。“ 届 时 ，精 彩 的 泰 山 皮 影

戏 将 同 时 在 四 大 剧 场 上 演 ，渗

透到每位游客心中。”

“我们将借鉴西安皮影产业

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处理好传统

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关系，同时，

还准备开发皮影相关的动漫产

品 、影 视 作 品 以 及 特 色 餐 饮 等

其 他 延 伸 品 ，真 正 把 这 小 剧 种

做成大产业。”范维国表示。

泰山皮影戏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剧目非常丰

富，尤以《泰山石敢当》系列剧最为著名。泰山皮影戏演出无

剧本，完全靠演员的记忆，属典型的口传民间文化艺术。泰山

皮影戏声腔种类丰富，不仅全面继承了早期山东皮影的“摩

调”，而且广泛吸收当地流行的其他民间戏曲唱腔，形成了丰

富而独具特色的唱腔体系。

泰山皮影艺人经过历代传承，在保留泰山皮影传统的表

演技艺、雕刻方法和口传剧本基础上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其

他地方的皮影戏至少要有两人以上甚至八至九人才能完成演

出，而泰山皮影戏经一代宗师范正安的传承与创新，其制作、

表演、操纵、伴奏、演唱、道白均由一人独立完成。

2006年，泰山皮影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范正安先生曾获得文化

部颁发的非物质文化类最高奖项“文化遗产日奖”，并曾获得“中

国文联民间艺术博览会最佳表演奖”。

“七紧，八松，九消停。”这是

皮影界的一句行话，大意是指一

台皮影戏，如果后台七个人操作，

会比较紧张；八 个 人 则刚刚好；

九 个 人 的 话 就 会 有 一 个 闲 着 。

而 在 山 东 泰 安 ，有 这 样 一 位 老

人，一个人就能演出一台生动精

彩的皮影戏。他，就是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泰 山 皮

影戏的第六代传承人范正安。

绛 紫 色 的 脸 庞 搭 配 枣 红 色

的 唐 装 ，60 多 岁 的 范 正 安 总 是

一副乐呵呵的 模 样，说 话、唱 戏

底 气 十 足 。 也 许 是 一 直 登 台

表 演 的 缘 故 ，范 正 安 的 精 神 状

态 很 好 ，只 有 丝 丝 白 发 ，才 提

醒 我 们 他 今 年 已 经 是 68 岁 的

老人了。

与 范 正 安 的 交 谈 中 ，他 三

句 话 不 离 皮 影 ，喜 欢 跟 人 说 他

学 习 皮 影 戏 的 经 历 ，也 喜 欢 说

他 这 些 年 来 在 皮 影 道 路 上 的

坚 守 和 努 力 。 范 正 安 自 幼 喜

爱 皮 影 。 8 岁 那 年 ，他 用 捡 废

品 卖 的 5 分 钱 看 上 了 一 场 皮 影

戏 ，从 此 ，便 着 了 迷 ，每 天 都 去

戏 场 门 口 等 着 ，趁 人 不 注 意 就

溜 进 去 ，有 时 甚 至 钻 墙 进 去 ，

藏 在 桌 子 底 下 偷 偷 看 。 后 来

他 拜 泰 山 皮 影 大 师 刘 玉 峰 为

师 ，钻 研 皮 影 技 艺 ，一 干 就 是

60 年。

在 范 正 安 眼 里 ，传 承 泰 山

皮 影 技 艺 是 他 这 辈 子 最 重 要

的 事 。 退 休 后 的 他 原 本 可 以

在 家 颐 养 天 年 ，但 为 了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皮 影 戏 ，他 依 旧 四 处 奔

波，乐此不疲。他将皮影戏带进

小学、中学甚至大学课堂；他曾

经 28 次 下 乡，分 别 到 黄 前 镇 麻

塔村、天平办事处三裕村、下港

镇等地亲力演出。

如今，年近古稀的范正安依

旧活跃在皮影舞台上。最多的

时候他一天演八场，一场一个多

小 时 ，都 是 他 自 己 唱 下 来 。“ 十

不闲”的精髓就是“脑子里想着

词儿、口里边唱着曲、手里边舞

着 人 、脚 下 还 要 踩 着 锤 儿 来 伴

奏”，表演者的五官、四肢、大脑

一刻都不能闲着。即使是严寒

的冬天，范正安的脸颊也总会挂

着汗珠。不少人问他累不累，他

只回答说这是他的责任。当年，

范 正 安 的 师 父 一 共 收 了 8 个 徒

弟，到现在还从事这份工作的就

只剩下他一人了。他认为，老祖

宗留传下来的东西，怎么也不能

在他这儿断了。

过 去 皮 影 戏 演 出 都 是 口 传

心授，没有戏本，范正安担心一

些老戏失传，于是在教学、演出

之 余 还 着 手 整 理 了 多 达 100 余

出的古今皮影戏本。

范正安总是说，他从小没怎

么上过学、没怎么读过书，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但对皮影却爱得真

切。也许正因为如此，范正安身上

有一种质朴、亲切的特质，让我们

爱听、爱看他的皮影戏，也爱听他

讲与皮影戏的不解之缘。

相关链接

范正安，1945 年出生，山东泰安人。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济南市民

俗艺术馆皮影馆馆长，泰安市皮影艺术研究院院长，泰安市民间艺

术家协会副主席。

一个人的皮影戏
本报驻山东实习记者 齐潇潇

范正安给小学生讲解皮影知识

范正安皮影戏表演后台

范正安与皮影戏 范正安制作皮影

泰山皮影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