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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述

【种类】

我国皮影戏的种类很多，分布范围很广，而且还有着比较大的文化形态

差异。陕西皮影以咸阳为界分为东、西两大路，其中包括碗碗腔皮影、老腔皮

影、道情皮影、弦板腔皮影、阿宫腔皮影、秦腔皮影等；湖北的皮影以沔阳皮

影、云梦皮影、黄冈皮影较为著名，又因方言、曲调之别分为“魏谱”和“门神

谱”等几类影戏；广东影戏以潮州为中心，分为活灯、白竹纸影和阳窗纸影；河

南的皮影以豫西灵宝皮影、豫南罗山皮影和桐柏皮影为主要代表；河北的皮

影有滦州皮影、涿州皮影和邯郸皮影三种流派。此外，浙江的海宁皮影、福建

的龙溪纸影、山西孝义的皮腔纸窗影、云南的腾冲皮影、甘肃的陇东皮影、辽

宁的辽南皮影、广东的陆丰皮影等均在当地有着广泛的影响。

【造型】

冀东、东北、内蒙古的皮影均采用驴皮雕制，雕镂、着色之后上桐油。

典型特征是生、旦角色多为一种写意性的镂空脸，这种独特的脸谱造型堪

称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之一绝。

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皮影采用牛皮雕刻，制作工艺严谨精细，有成套

的雕镂技法，最显著的特征是所有角色均为高额头，俗称“岩颅”。

浙江皮影早年为羊皮彩绘，后改为牛皮，此为南宋影戏“绘革”之遗风，

其显著特征是侧重彩绘而很少雕镂，除个别用于武打的人物是两只胳膊、

两腿分开，其余均为一只胳膊、两腿并置而不能分开。

湖南影戏早年用牛皮制作，头部很少雕刻，当代皮影艺人采用7层土纸

裱糊成纸板代替牛皮进行雕刻，最后着色、涂蜡而成，并在衣饰上嵌入透明彩

纸。近几十年，影人脸谱又以赛璐璐为材料罩色彩绘，而且把正侧面的五分

相改为半侧面的七分脸，形成了一种较为独特的风格。

晋中孝义皮腔纸窗影、冀南邯郸牛皮影和云南腾冲皮影，它们的造型

风格与古代中原皮影极为相近，道具简单、无大件景片、造型粗犷、形体较大，

文人和旦角只配一只胳膊，脸谱近似真人剪影而无戏剧脸谱程式的影响。

湖北皮影包括“门神谱”“魏谱”“汉口皮影”三大类，其中荆州、沔阳一

带流行的“门神谱”影人高大、雕刻拙朴，脸谱属写实风格，是较具古老传统

的一种。

【表演】

我国的皮影戏根据不同地区

的特点，在表演上也有着一定的

差异。

在河北、东北的传统皮影戏

班，演员人数讲究“七紧八不紧”，

角色分工各有不同。在陕西、甘肃

则是“五人忙”，“前首”是影戏班中

居首要位置的人物，带月琴、唱本

及堂鼓；“灯底下”亦称“挑签儿”

的，主要在影窗后面操纵皮影，重

要性仅次于前首；其他人主要是伴

奏。湖南是四人演出班子，一个人

在前台演唱兼操纵，后台三个人伴

奏。山东、湖北、四川等地的皮影

戏则主要是两人一台戏，一人操纵

并负责所有演唱，另一人主要是用

打击乐或胡琴伴奏。山东还有一

人一台戏的皮影独角戏演出。

近一个月来，在辽宁大连工作的“85

后”青年王绍森每天都要忙到凌晨 2 点

左右，调整剧本、联系剧场、宣传演出、

规划行程、预订酒店和车票……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由他一手操办。虽然身体

已经十分疲惫，但一想到月末自己组建

的辽南皮影艺术团的首次全国巡演即

将启程，他就又鼓足了干劲儿。

王绍森原本经营着一家自己的丝

绸公司，虽然公司不大，但销售比较稳

定。本来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家喻户晓

的丝绸品牌，但一年前与皮影戏的偶

遇，竟然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如今，

他最希望的是能够摸索出一种适合皮

影戏演出的商业模式。一年中，他一直

在不断尝试，然而这些尝试却并不被大

多数人所看好。

“有演出，才能活下去”

去年 3月底，在大连复州古城旅游的

王绍森偶然走进一间老电影院，里面正

上演着一出传统皮影戏《樊梨花征西》，

他看得入迷，但却是演出的唯一观众。

戏演完了，幕后陆续走出几位六七十岁

的老人，其中一个精瘦的老头眯缝着眼

问：“年轻人，以前看过皮影戏吗？”王绍

森就这样和老人们聊了起来，当看到老

艺人们谈起演出状况时落寞的神情，他

内心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于是萌生了

帮助老人们安排演出的念头。

“皮影戏这一宝贵的传统艺术，只

有实现持续的演出，才能够真正活下

去。”王绍森说，“一开始我觉得帮助老

艺人们继续演出并不难，通过我的人脉

资源，应该很容易找到一些企业拉到资

助。然而组织了几场演出下来，我发现

赞助并不好拉，要想实现可持续，必须

要让观众愿意花钱看戏，形成皮影戏演

出的自身造血。”

王绍森聚集了 11 位老艺人，成立了

大连辽南皮影艺术团，他觉得，要培养

观众首先应从孩子抓起。于是，他跑了

大连市 100 余家幼儿园做皮影戏推广，

和老艺人沟通修改剧本、减少唱腔、增

加普通话对白，设计皮影演出的亲子互

动活动，推出与演出相关的皮影衍生

品。拉不到赞助，他便自己投钱租场地、

买设备、做宣传、给老艺人开工资……

一年下来，他的皮影团组织了各类演出

100 多场，观众达到 2 万余人次，基本实

现了收支平衡。

“没有政府扶持，就很难传承”

鄂文武是大连市皮影艺术市级代

表性传承人，同时也是王绍森的皮影团

中的“灵魂人物”，王绍森的努力给了老

人继续传承和表演皮影戏的信心：“如

今，要让皮影戏像过去那么兴旺是不太

可能了，但在王绍森身上有种百折不挠

的精神，他组建了这个皮影团，为我们

创造演出场地和许多演出的机会，这让

我教得更有兴趣、演得更卖力了。”

对于王绍森的探索，国家非遗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魏力群表示：“这

个年轻人主动参与皮影戏保护的精神

十分难得，他的一些创新思路也符合皮

影戏的特点，但需要注意的是，应首先

明确这种探索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恢

复皮影戏演出对这个项目进行保护，还

是希望拓展一种新的演出市场。二者

听起来似乎并不矛盾，但实际操作起来

则是两个方向。”

最近几年，由于旅游景区文化活动

的需要，逐渐失去受众的皮影戏在旅游

市场得到了新生。经常有皮影剧团应

邀到景区做季节性或固定性的演出，但

在这些演出中，演员只是循环地演着影

戏的某个片段，而且主要以热闹的武打

戏为主。“这种片段式的表演形式，年轻

人学起来很容易上手，也能够通过演出

维持生计，但是这只是一种演出的手

段，并不能算作传承保护了皮影技艺。”

魏力群举例说。

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

心主任张帆也认为，“皮影戏的景区商

演模式更多的是给观众提供了一种文

化感受，并不能依靠这一模式来传承皮

影技艺。要真正做到保护和传承，还需

要依靠政府的扶持，否则剧团既无法留

住专业人才，更没有能力创作出新的作

品，传承保护就成了空谈。”

把“传统”转换成“当代”

陕西华县皮影戏的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魏金全也认同非遗保护和走市

场是两码事，但他觉得传统的皮影戏要

想在当代有新的发展，势必要对旧有的

演出模式进行改革，最终通过市场进行

检验。“皮影戏的老艺人已经习惯了传

统的演出模式，要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做

很大的改变其实并不容易。”魏金全说，

要发展和创新皮影戏，还需要年轻人的

加入，拓展新的表演方式，融入现代技

术，包括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建立新的商

业合作渠道。

其实，在探索皮影戏演出模式的道

路上，王绍森并不孤单。学习广告设计

的韩迟，自 1998 年大学毕业后，就接手

了其父亲在北京的“韩非子剧社”，经过

了 17 年的摸爬滚打，韩迟总结出自己

的经验：“要想做好皮影戏演出，并不是

有一定的魄力，靠一时的冲劲和热心就

能够成功的，更主要的是能够不断推出

吸引观众的好作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

要有专业的背景、国际化的艺术视野和

眼光。”

韩迟的父亲原是黑龙江省《经济新

闻导报》的编辑，平时喜欢剧本创作，韩

迟和弟弟不仅擅长皮影戏表演，还会皮

影雕刻，母亲和表妹也熟悉皮影表演，

相比其他团体，韩迟的剧社有着得天独

厚的专业优势。在接手剧社之初，韩迟

也是从拓展儿童市场开始的，一直到现

在，为了培养观众，在每年的“六一”儿

童节和新年，剧社还会定期举办展览、

推出演出季等。但是她觉得创排儿童

皮影戏只是发展皮影戏演出的一个方

面，主要的突破口还应该是成年观众。

十多年来，通过参加国内和国际的

各种文化交流演出，韩迟结识了许多戏

剧圈的朋友，而且看到了国外许多偶戏

表演的创新实践，这些经历为她创新皮

影戏演出提供了新的方向。“皮影艺术经

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如今正处在

一个低谷，期待创新。这种创新需要转

换一种思路，我们现在的实践更倾向于

走一种综合艺术的形式，将皮影与木偶、

舞台剧等不同的形式对接，做成一种有

传统底蕴的‘当代艺术’。”韩迟以剧社近

年来创排的、经历过国际商演考验的剧

目《灯馆油流鬼》举例，这是一部京剧和

皮影的跨界演出，在当前的皮影演出市

场中，可以算是很“当代”的作品了。当

然这种创作需要慎重，直到现在，每次

演出时他们还会专门请皮影和京剧界

的专家来“挑毛病”。但是她觉得，只有

通过这些尝试，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只见陈义时手握拳刀，俯身于即将

完工的大型雕版《运河吟》作品之上，凝

神静气，一刀一刀细致地雕刻起来。笔

者端起相机抓拍了几张照片，将这极有

可能载入扬州雕版印刷史册的瞬间定

格了下来。

这 是 一 块 长 2.5 米 ，宽 0.6 米 的 楠

木板，用它雕刻《运河吟》是为了向古

城扬州建城 2500 年庆典献礼。该作品

由在扬州以画运河闻名的画家张宽设

计，错落有致地将古城扬州运河两岸

的 20 多处景点集中展现。“盈盈一水贯

江淮，千载歌吹好驰怀。二分明月旧

阆苑，十里春风新楼台。兴衰物事随

舟去，圆梦乐章鼓浪来。忽报申遗佳

讯到，长河映日万花开。”画作中题有

一首七言律诗《运河吟》，由扬州市文

联原主席、诗人曹永森创作，而题写者

则是书法家芮名扬。这幅集诗书画于

一体的《运河吟》作品，最终由扬州雕

版印刷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义

时操刀，运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

统技艺制作而成，可谓是博采众长，相

得益彰。

坐落在扬州东南运河畔的杭集镇，

是著名的雕版印刷之乡，早在清光绪年

间，陈义时的祖父陈开良即开办了杭集

镇规模最大的刻字作坊，坊内娴熟艺人

最多时达 30 多人。后来，其父陈正春再

接拳刀，刻制了《四明丛书》、《扬州丛

刻》等扬州雕版印刷史上一批著名的古

籍，进一步夯实了杭集刻字作坊在扬州

雕版印刷史上的地位。

1961 年，扬州古旧书店组织了近百

人在高旻寺刻补古籍版本，13 岁的陈义

时自那时开始正式跟随父亲学习雕版

刻字。回想起那段时光，陈义时仍然记

忆犹新。那时候，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

格，偶尔会莫名其妙揍他一顿。后来陈

义时才知道，那是因为一些艺人在父亲

面前说了风凉话：你儿子也不过如此，

跟我们的水平差不多。父亲听了就很

着急、很生气，情不自禁将火气撒到了

他的身上。他知道父亲是希望自己刻

苦发奋，尽快掌握祖传技艺，成为雕版

行业的佼佼者。陈义时说，在高旻寺的

5 年，在父亲的督促下，他打下了扎实

的雕刻功底，为日后继承雕版技艺奠定

了基础。

雕版一般要经过写样、上浆、发刀、

挑刀、修边等多道工序。雕版刻字刀具

有数十种，但常用的是一把拳刀，寓一

拳相握之意。雕版所用材料主要是梨

木，梨木的特点是纹路细腻，木质软硬

度适中，宜于雕刻，经过加工处理后，一

般不会开裂也不会虫蛀。在陈义时的

屋子里，几乎堆满了加工过的梨木板。

1982 年 ，陈 义 时 进 入 广 陵 古 籍 刻

印社，专门从事雕版刻字，仅有一份微

薄收入养家糊口。 一 盏 台 灯 、一 个 闹

钟、一桌一椅、一把刻刀、一枚铲凿陪

伴 一 生 ，即 使 困 难 重 重 ，他 也 坚 持 了

下 来 ，正 是 因 了 这 份 坚 持 ，许 多 古 籍

重 现 生 机 。 虽 说 扬 州 雕 版 印 刷 技 艺

于 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009 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又被联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列 入 人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但在现代印刷技术

的 冲 击 下 ，扬 州 雕 版 印 刷 ，或 者 说 扬

州雕版印刷技艺项目的保护单位——

广陵古籍刻印社仍面临着很大的生存

压力。

陈 义 时 说 ，有 人 也 曾 经 想 尝 试 用

文字记载的方式将雕版印刷的工艺记

录下来，但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一些过

于专业的术语即使描写得再详细，可

对 于 行 业 外 人 士 来 说 ，仍 然 不 知 其

意。他举例说，比如“心”这个字，上面

的三个点从左到右分别叫腰子点、瓜

子 点 和 兔 眼 点—— 可 是 这 腰 子 点 、瓜

子点、兔眼点到底是啥形状，刀法有什

么区别，却不甚明了，必须依靠师傅手

把手指教。这也正好说明中国民间传

统手工技艺的特点，主要是仰仗口传

心授的方式传承技艺。

从事雕版 技 艺 几 十 年 ，陈 义 时 雕

刻的作品不计其数，较有代表性的有

《四明丛书》、活字本《唐诗三百首》、图

谱《弥勒佛》、《北平笺谱》等。值得一

说的是《里堂道听录》，该书为清乾嘉

时期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焦循撰写，

线装 4 函 40 册，全书所辑为各家著述

精要及人物事迹、掌故秘闻等，手稿藏

于国家图书馆。上世纪 80 年代初，扬

州 广 陵 古 籍 刻 印 社 从 北 京 翻 拍 回 原

稿，以传统的雕版工艺制作，陈义时耗

时 20 年雕刻成这部巨著，该成果和《唐

诗三百首》获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

一等奖。《礼记正义校勘记》获全国古

籍 优 秀 图 书 特 等 奖 ，《十 一 面 观 音》、

《释 迦 如 来》等 作 品 被 各 级 博 物 馆 收

藏。另外，他耗时十余年刻就的《绿杨

笺谱》，堪称继《北平笺谱》后的又一饾

版精品。

扬州是一座宜居的城市，物价不是

很高，工作、生活节奏也不是很快。一

座城市的人文环境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态度以及价值观，退休后的陈义时充分

享受着自得的晚年生活。他说，退休

后，虽然还担任刻印社的顾问，但毕竟

没有了工作压力，生活也好，雕版也好，

都有条有理，忙而不乱。退休后的陈义

时希望把精力集中起来，雕刻一些自己

认为有价值的作品。陈义时育有一儿

一女，原先都从事玉器经营，后来在陈

义时苦口婆心劝导下，女儿陈美琦跟随

父亲学习雕版刻字，接过拳刀，继承了

祖辈的技艺。

本报讯 日 前 ，在 宁 波 市 北

仑区九峰山社区的假日学校课堂

上 ，北 仑 区 风 筝 制 作 技 艺 的 传 承

人林明良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

动的风筝制作课程。作为该区非

遗传承传授的教学点，今年暑期，

北仑各个社区假日学校纷纷邀请

剪 纸 、风 筝 制 作 等 非 遗 传 承 人 给

孩 子 们 上 课 ，增 强 孩 子 们 传 承 非

遗 的 意 识 ，同 时 也 锻 炼 他 们 的 动

手实践能力。

课堂上，林明良向学生们讲述

了有关风筝历史的知识，介绍了风

筝的种类和风筝比赛的情况，激发

了学生对风筝制作的兴趣。随后，

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涂颜色、绑竹

条、粘“尾巴”，亲手制作出一只只形

态优美的风筝。

市级非遗项目新碶民间剪纸的

传承人朱立峰在这个暑期也奔波于

各社区假日学校，他表示，通过假日

学校的学习，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

中对剪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周燕波）

中国皮影戏皮影戏商演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王学思

相关链接

手握拳刀 雕刻精彩
———记雕版印刷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义时—记雕版印刷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义时

姚付祥

各 地

湖南群艺馆培养“文化传承小使者”
本报讯 为宣传和弘扬湖湘文

化和湖湘非遗，这个暑期，湖南省群

众艺术馆和长沙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了“湖南非遗进万家之小小‘馆’理

员暑期实践活动”。来自长沙市各

小学的 50 余名小小“馆”理员参加

了此次活动。

据介绍，活动本着使学生“走出

校园、融入社会”的原则，在群众艺

术馆非遗展厅开设了引导员、助教

员、文化传承小使者、辅导员等 6 个

岗位。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

根据自身爱好在暑假期间通过电话

报名参加，在完成志愿服务工作后，湖

南省群艺馆将对其进行考核并授予

“文化传承小使者”称号。此次活动为

期36天，将持续至8月28日结束。

除实践活动外，湖南省群艺馆

在假期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各类精彩

的展览、培训和演出活动。（廖晓菲）

宁波北仑非遗走进社区假日学校

山东郯城木旋玩具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品，发源于山东鲁南地

区，俗称“耍货”。2014年，郯城木旋玩具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郯城木旋玩具在图案设计上多取材于民间神话、民间故事等，具有造

型精巧、形象逼真、色彩艳丽、夸张传神等特点。目前，当地民间艺人还在

不断创新探索，让这项传统技艺发扬光大并不断适应市场需求。

新华社发（张春雷 摄）

陈义时在制作雕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