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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北京西派皮影老艺术家路联达先生

从艺 70 年收徒典礼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现场，北

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龙在天”）的 36名

弟子行拜师大礼，许下“矢志不渝传承北京西派皮影

艺术”的诺言。“这是我第一次收徒弟，皮影艺术后继

有人，我更加感到生命不息，传承不止。”路联达说。

这件事也成了轰动全国皮影界的大事，很多皮

影老艺人从各地赶来，贺信从澳门、广东、浙江、甘肃

等地纷纷“飞”到北京。典礼上，不少老艺术家主动

上台发言，一来为同行高兴，二来也呼吁政府持续关

注皮影艺术的传承，号召全国皮影艺人团结起来，把

这一有着 2000多年历史的艺术发扬光大。

生命不息，传承不止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我国民间艺术

中集美术、音乐、戏曲表演等于一身的戏剧形式。艺

人除了要一人控制影人的动作，还要兼顾配乐、旁

白、唱腔等，难度极大。由于皮影戏在我国流传广

泛，不同地区皮影戏的唱腔都吸收了地方戏曲与曲

艺、民间小调的精华，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流派。其中

北京地区皮影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京腔京韵，不少

皮影人的头茬（即皮影戏演出所用影人的头部）都有

京剧脸谱的痕迹。

“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自看到艺

人在幕幔上演绎出金戈铁马的战事、出神入化的鬼

怪故事，少年时期的路联达便对那幕幔后的真相产

生了好奇。

从十几岁跟随北京知名皮影剧社“德顺班”的路

景达师傅学皮影，到成为剧团的骨干、出国演出、频

频获奖，路联达跟皮影打了一辈子交道，亲历并见证

了新中国皮影艺术 70 年的发展。1998 年退休后，他

仍坚持皮影设计、雕刻、编导、演出、传艺等，用一生

诠释着对这门艺术的钟爱。

当天，路联达与弟子合作演出了传统皮影戏《白

蛇传》，该剧目此前已有 40多年没有演出。“时间不等

人，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皮影戏，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

皮影艺人们悉心守望、代代传承。”路联达说。

艰难而卓越的传承之路

从 2006 年在北京前门大街开设皮影艺术博物

馆，到在圆明园南门打造中华皮影文化城，再到如

今立足海淀区上庄镇，建立中国京西皮影非遗园，

十几年来，为了传承皮影艺术，“龙在天”走了不少

弯路、迈过不少坎儿，终于建立起一支稳定的皮影

演出队伍。

“皮影艺术博物馆开业不久，来博物馆的游客越

来越少，老艺人因为失落纷纷回了老家，年轻人大多

半途而废，两年后我们连房租都拿不出来了。”回忆

起这段窘境，“龙在天”负责人王熙至今耿耿于怀。

无奈，2009 年，她带着演员撤离前门到了圆明园重新

来过。在那里，王熙开始和袖珍人演员合作演出，加

上政府、媒体的关注，事业逐渐有了起色。“师傅就是

被我们的坚持感动，这时候答应来教我们。”王熙说。

彼时，70 多岁的路联达住在北京城南的丰台区，

每天坐地铁近 2 个小时到圆明园教皮影。2017 年，

“龙在天”在海淀上庄镇建立了京西皮影非遗园，路

更远了。考虑到老人身体，王熙决定带演员到师傅

家上课：早上 6点就出门，接上演员到丰台师傅家，单

程就要 3个小时。路联达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并说

动知名琴师刘大风来家里给演员上课，一直坚持至

今。《哪吒闹海》《猪八戒背媳妇》《樊梨花赔情》《白蛇

传》《盗仙草》……一出出经典皮影戏从路联达脑中

的记忆变成了幕幔上活灵活现的形象。10 年间，路

联达指导、教授的“龙在天”皮影演员超过 200 人，如

今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传习皮影技艺，可谓桃李满

天下。

“从对皮影戏一无所知到会表演、雕刻、唱腔，我

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依靠皮影演出，我们这个

袖珍人群体不仅生活得到了保障，同时也意识到了

肩上传承的责任。”袖珍人演员李炟橙说。

人会老，但艺术没有终结

“老爷子现在很着急，就怕一身的技艺来不及

传下去。”王熙说，拜师后第二天，师傅就给她打电

话，问《打口袋》这部戏的道具做好了没有，马上就想

开始传戏。这部皮影戏是北京地区独有的剧目，最

后一次演出是在上世纪中期。

目前，全国不少流派的皮影艺术传承都出现了

青黄不接的现象，人才培养迫在眉睫。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昌黎皮影戏国家级传承人、被誉为“小箭杆

王”的张向东老人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最近两年，

张向东一直往返于北京、河北，一边为北京戏曲艺术

职业学院皮影大专班的学生授课，一边在家乡开展演

出传承工作。“北戏是北京第一所招收皮影专业的职

业艺术院校，2017 年的首次招生并不理想，报考人数

不足加之学生流失，目前只有 6名学生。”张向东说，目

前来看，全国皮影的分布依然非常广泛，且民间的皮

影班社很多，但大多处于濒危状态，观众越来越少，在

农村演出时观众主要是老年人。体制内的皮影院团

情况更堪忧。

2011 年，中国皮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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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门在皮影艺

术的传承、传播、发展上开展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

作，可跟很多古老的艺术一样，皮影如何在新时代找

到自己的位置、吸引人们的目光仍然没有清晰的答

案。学老戏、排新戏、进校园、编教材、搞直播……

“龙在天”在努力尝试各种可能。

“蜡烛快燃到头了，但还有一段，在这段时间里，

我要努力给后人留下东西。人会老，但艺术没有终

结，得传承。”这不仅是路联达的心愿，也是所有皮影

艺人的企盼。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7

月 1 日，在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

指导下，由陕西省艺术馆主办的陕

西省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班在

西安开班，来自全省各地市的 60 多

位文化馆馆长齐聚一堂，通过专题

讲座和相互探讨的形式，聚焦文化

馆在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总结并分

享文化馆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方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在今后

的工作中为群众提供更为优质、高

效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本次培训为期 3 天，培训内容

除 了 对《陕 西 省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保

障条例》的解读、文化馆财务管理

与 风 险 防 范 方 面 的 专 题 讲 座 外 ，

涵 盖 群 众 文 艺 作 品 创 作 、品 牌 文

化 活 动 创 建 、文 化 志 愿 服 务 开

展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思 路 创 新 以 及

数字文化馆建设等多个方面。除

陕西省内专家及优秀群文工作者

的 讲 座 与 经 验 分 享 外 ，还 邀 请 到

省外公共文化领域的专家来为大

家授课。

“截至目前，陕西省 10 个地市

已制定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

标准或落实标准，95 个县区制定县

级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目录，任务完

成率 88.8%；共建成基层综合性文

化 服 务 中 心 15473 个 ，完 成 率 为

80.3%。”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巡视

员李全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当前

的工作任务还十分艰巨，省级层面

已将相关内容列入对各地市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此外，今后的工作

也一定要更加务实，更贴近人民群

众的需求。

81岁北京西派皮影老艺术家路联达喜收36名弟子

唯愿薪火相传，弦歌不断
本报记者 李 雪

2017年，“龙在天”的演员在路联达家学皮影唱腔。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7月 2日，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

导，伊宅购集团主办，中国传统文

化促进会一体文化工作专业委员

会、蒙古国蒙中经贸文化促进会等

单位协办的“献礼 70 周年‘草原丝

路’房车文化万里行”活动从长沙

市望城区光明村开拔，正式开启了

一场持续 20 天、跨越 2 个国家 20 个

城市、辐射 400 万平方公里的国际

文化旅游交流推介活动。

据了解，此次房车文化万里行

活动不仅是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和中蒙建交 70 周年献礼，同时也是

为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重走草

原丝路，加强中蒙房车旅游互通，

搭建中蒙文化旅游互通交流平台，

为中蒙跨境旅游注入新动力。由

70 辆房车组成的车队从长沙出发，

途经湖北、河南、河北、北京等省市

以及内蒙古兴安盟、通辽市、赤峰

市、锡林郭勒盟 4 个盟市，由二连浩

特出境至蒙古国。由车友、企业代

表及媒体专题摄制组组成的 300 位

民间文化使者随车队同行。活动

将持续至 7月 22日。

活动期间，房车队伍将参加那

达慕大会、乌兰巴托中蒙旅游文化

推介会、“新产业·新未来”房车旅

游文化二连浩特专场交流峰会、中

蒙自驾游与房车旅游产品踩线等

多项文化旅游交流活动，推介湖南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作为本次活动的分活动之一，

“献礼 70周年 寻找‘共和国同龄人’

房车免费游韶山”活动于 7月 1日举

行。经过前期招募和筛选，5位共和

国同龄人代表一同赴伟人故里韶山

开展了房车一日游，以独特的方式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本报讯 （驻 四 川 记 者 付 远

书）7 月 2 日，全国首家省级文旅职

教集团——四川文旅职业教育集

团在四川成都正式成立。该集团

是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

厅等有关部门指导下，由四川艺术

职业学院、省旅游投资集团、省旅

游学校共同发起，四川省内外 28 家

高校、23 家文旅事业单位和 57 家文

旅企业共同组成的职业教育联合

体和利益共同体。

据四川文旅职业教育集团理

事长，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任丁介绍，职教集团将

着力产、学、研、用，在政府、院校、

行业和企业间搭建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交流合作、服务引领平台，围

绕“中高职衔接贯通、师资与专业

优势互补、职业资格和培训考核鉴

定资源共享、教育扶贫、国内国际

交流合作”等重点任务，建立良性

互动机制，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链接教育、演艺、传媒、文博等资源，

创新文旅业态模式，构建集团品牌

文化，提高文化旅游行业人才培养

质量，助力打造具有四川特色的“文

艺川军”，服务四川文化强省、旅游

强省建设。集团成立大会上，四川

艺术职业学院还分别与政府、企业、

学校等签署了6个战略合作协议。

今年 5 月，四川省旅游投资集

团联合省内首批 8 家“文化旅游产

业优秀龙头企业”及全省骨干文旅

企业广泛参与，发起成立了四川省

文化旅游企业联盟。职教集团成

立后，两大平台之间将积极开展交

流合作，推动形成校企一体化良性

发展格局。

本报讯 （记者于帆）6 月 26 日

至 30 日，由北京市禁毒委办公室、

北京演艺集团共同主办的北京曲

剧《林则徐在北京》在北京天桥剧

场举办“国际禁毒日”专场演出。

《林则徐在北京》是由北京演

艺集团出品、北京市曲剧团制作的

新创剧目。作为北京演艺集团“梦

想成真”五月演出季的原创剧目之

一，该剧以北京曲剧的形式抒写民

族英雄林则徐的禁毒精神和家国

情怀。该剧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林

则徐虎门销烟前，讲述了他与道光

帝以及反对禁烟的人物之间的较

量。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北京时，

道光皇帝曾多次面见林则徐，但他

们的谈话内容并没有相关资料明确

记录，这为剧本创作提供了自由的

空间。剧作在借助真实史料的基础

上，参考民间故事，在讴歌民族英雄

的同时，呼应当下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主创人

员均为北京市曲剧团的年青一代，

剧团希望借此让青年创作者有自

由发挥的空间，能更快地承担起传

承和发扬这一剧种的责任。

《林则徐在北京》举办“国际禁毒日”

专场演出

陕西省举办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班

全国首家省级文旅职业教育集团

在成都成立

“草原丝路”房车文化万里行从长沙开拔

（上接第一版）

在绩溪县金沙镇黄土坎村的钟氏家风家训展示馆，

除了张贴有钟氏祖先画像、祖训等内容外，还张贴有镇里

下发的移风易俗倡议书和表彰先进等新时代内容。金沙

镇党委副书记汪劲松说：“周边乡镇的亲朋好友到我们村来，

我们都要给他们说说家族史、村史。我们特别有自豪感。”

红色文化宣讲润物无声

今年清明节，潜山市水吼镇马潭村的党员和村民走进

家门口的石河区农会旧址。1930年 5月，潜山首个农民政权

“石河乡农民协会”在该村成立，并于当年 6月召开有 2000余

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集体缅怀家乡先烈，重温家乡红色

历史，零距离接触家门口的红色遗址，这在马潭村党建活动

中尚属首次。”马潭村党总支书记朱兴志说，许多党员表示，

一定要把红色遗址保护好，不忘初心，奋发有为。

“大嗓门一响，老唐在宣讲。”巢湖市柘皋镇汪桥村 71岁

的老唐一开讲，大伙儿就围拢上来。“老唐，给咱们说说，保

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方面，上头都

说了啥？”“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

平，确保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老唐

指着不远处的汪家老宅介绍。抗战期间，汪家老宅是敌

后巢县县政府驻地，皖东敌后第一张地方报《巢县动员》

也诞生在汪桥村……

江淮大地的乡村，红色文化宣讲起到润物无声的教化

效果，“创业之星”“乡村好人”“美好人家”“十星文明户”“孝道

红榜人物”等层出不穷。“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扮靓了村容村

貌，更厚植了道德文化、培育了文明乡风。”巢湖市委书记耿

延强深有体会地说。这已成为安徽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

（上接第一版）

在开展理论学习的同时，学院形成意识形态安

全、生产安全等 6 个调研方向，并扎实开展调研工

作。“学院开展调研的优势就是丰富的学员资源。我

们对来院培训的 500多名地市、县级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的任职构成进行调研，为培训规划、做好课程设置

等打下了良好基础。院领导分别带队，到中央党校、

井冈山干部学院等进行深入调研。教务处以学员为

中心，对各类培训班次开展训前、训中、训后调研，摸

清学员需求，加强了教学安排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科

研处在相关班次调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并汇

总经验材料，编印《学员交流》，为学员提供参考。”学

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毕绪龙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学

院以有授课、有体验、有研讨、有考试“四个有”为着力

点，积极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

目前，学院的主题教育精品课研发、VR 体验馆建设、

学员论坛组织、知识测试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学院党建工作的突出特点是“教工党建”和“学

员党建”两手抓：一是突出“党校姓党”“干部学院姓

党”政治站位，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学院 2018 年开展中心组、支部、工会、

团委集体学习 80余次；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查摆分析

并解决突出问题，着力塑造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的

良好政治风貌，其中党的理论教育课程在短期班内

达到全部课程的 10%、在中长期班内达到了 20%；三

是坚持“一支部一特色”，形成了“党员讲好党的故

事”“党员讲好精品党课”等支部活动品牌，各支部

2018 年组织完成了“党员讲好党课”9 次、“党员讲好

党的故事”6 次，并在中长期培训班次中成立临时党

支部，安排 150名学员做了“党员讲好党的故事”系列

演讲、38名厅局长参加了“党员讲党课”“党员讲好业

务工作”等活动。

对于 2019年工作，周庆富表示，学院将以主题教

育为精神动力，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围绕服务文化和

旅游部党组中心工作、服务各司局和直属单位培训、

服务文化和旅游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三大任务，一

是紧紧围绕高质量培训做到“三个立院”，即质量立

院、特色立院、管理立院；二是要用“绣花”功夫打造

“三个美”，即美好校园、美丽校园、美誉校园，为广大

学员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三是“六个做表

率”，即在创业创新上做表率、在敬业严谨上做表率、

在履职尽责上做表率、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在纪律

规矩上做表率、在团结合作上做表率，高质量完成主

题教育任务。

扎实做好主题教育 推动党建工作发展

7月 1日晚，上海戏剧学院推出一堂名为“永怀初心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的戏剧党课。

此次戏剧党课在说“理”的同时，更注重“情”与“形”的结合。每一章节均结合主讲人的内容阐

述，通过上戏师生演绎的舞台艺术精品，让课件“动”起来。图为党课现场，上戏师生带来大型舞剧

《红》（片段）。

黄艺芹/文 上海戏剧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