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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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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影戏展示非遗的美与用

讲 坛

□主讲人：黄虎

▶▶▶相关链接——

精湛的皮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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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虎，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出版有《悲情嘛簧灯影
人生：以敬家班为个案的环县道情
皮影戏研究》《中国音乐地理：晋陕
黄土高原区》《晋陕蒙汉族民歌音
乐地理研究》《问学论乐：黄虎音乐
学论文集》等学术专著，发表论文、
译文40余篇。出版《丝绸之路上的
民族音乐保护与应用》《汉水流域
传统音乐》《四方水土四方乐：汉族
传统音乐》《一方水土一方乐：中国
地域音乐文化》等音像产品 70 余
张，主持、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础课
题、中国博士后基金等11项。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
影戏”，是一种用兽皮或纸板剪制形
象并借灯光照射所剪形象而表演故事
的传统戏剧形式，其流行范围广泛，
并因流传地域、所唱声腔、影人选型
不同而形成不同种类、流派。

关于皮影戏起源的说法多种多
样，有“周代说”“汉代说”“唐、五
代说”以及“宋代说”，其中流传较
广的是“汉代说”，即汉武帝因思念
死去的李夫人而请一位术士用幻术招
魂。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中记载：

“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
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
魂。上念李夫人无已，乃使致之。少
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
帐中望见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
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实际
上，皮影戏的起源与古代弄影幻术、
民间弄影之戏、古代镂皮雕饰、民间
剪纸造型、祭祀信仰等有着密切的
关系。

皮影戏的形成时代尚无确考，但
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
它至晚在宋代已经成熟和盛行，东京
汴梁瓦舍中的影戏艺人已有董十五、
赵七、曹保义等9人。无独有偶，在
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金代壁画中有
一幅《影戏图》，生动形象地表现了
当时山西皮影演出的实况。后来经过

宋、金、元、明四个历史时期的发
展，流行全国各地的皮影戏在清代呈
现出繁荣局面。在河南、山西、陕
西、甘肃天水、湖北等地农村，这种
拙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广受欢迎。
可见，皮影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皮影戏虽然种类繁多，但流传在
不同地区的皮影戏，区别主要在唱腔
和影人选型方面。无论是驴皮影，还
是牛皮、羊皮影，制作的大致工序主
要有：加工皮料、画稿、雕刻、着
色、脱水、装订。影人一般是先将牛
皮或驴皮、羊皮刮去毛血，加工成半
透明状后再刻制上彩，其雕绘工艺讲
究刀工精致，造型逼真。影人一般分
头、身、四肢等几部分，均为侧影，
头部附有盔帽，身部、四肢皆着服
饰，涂油彩后用火砖烘烤压平即成。
有的影人头梢与身体是分开存放，演
出时将影人的头插于身部，身与四肢
相接，同时在身部和两手安上三五根
竹扦，即可操作演出。除了人物造型
外，还要刻制一些砌末道具、桌椅和
景物造型，以便配合表演。

皮影戏道具主要为影窗，俗称
“亮子”，一般高3尺，宽5尺，最高
不过4尺，宽不过6尺。以白纸、白
布作幕，以操影表演。油灯或现代各
种电灯，映射影人和表演动作。

因此，中国皮影戏是一种以皮制

或纸制的彩色影偶形象，伴随音乐和
演唱进行表演的传统戏剧形式。皮影
艺人在幕后用木杆操控影偶，通过光
线照射在半透明的幕布上创造出动态
的形象。民间许多皮影老艺人可以表
演几十部传统剧目，这些剧目有些是

“无本之本”，即存在艺人脑海中的无
形剧本，通过口头传承；有些是以书
面呈现，如提纲本，只简单记录情节
梗概；再如足本，其符合文学理论定
义，包括唱词、对话、动作提示等，
是一种完整的剧本（卜亚丽著《中国
影戏的基本形态叙论》，大象出版
社，2013年第1版）。

皮影艺人大多身怀绝技，诸如可
即兴演唱，真假声转换，一人同时操
纵数个影偶，还能够演奏多种不同乐
器。有些皮影艺人是专业的，但大多
都是业余的，只在农闲时节表演。皮
影戏的相关技艺通过家庭、戏班或师
徒进行传承。在古代，皮影戏成为

“不知书”的底层人民获得知识及信
息的重要渠道，向世人传递着伦理纲
常、善恶必报等“教化”，而当下，
皮影戏则与时俱进走进城市、走进社
区，给人们带来欢乐，成为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皮影戏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目
前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皮影戏有
37个、分布在17个省市。《全国戏

曲剧种普查报告》（2020年）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全国各地皮影戏
至少有150个甚至以上、分布于25
个省市，其流布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因我国地域辽阔，皮影戏在流
通过程中逐渐把各地的地方腔调、
表演形式、风俗爱好等融入进去，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按照
地区划分，大致分为三路：东路，
指的是以河北唐山地区为核心，包
括河南、东北等省市地区，如河北

的唐山皮影戏、冀南皮影戏，河南的
罗山皮影戏、南阳皮影戏，辽宁的复
州皮影戏、凌源皮影戏等；西路，指
的是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发展而来的
皮影戏，如陕西的华县皮影戏、华阴
老腔皮影戏、阿宫腔皮影戏、弦板腔
皮影戏，甘肃陇东道情皮影，山西的
孝义碗腔皮影戏等；南路，包括上
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地区，
如浙江的海宁皮影戏、湖北的江汉平
原皮影戏、广东的陆丰皮影戏等。

传承发展皮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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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词曲学家任半塘在其
《唐戏弄》 中指出：“兼有音乐、歌
唱、舞蹈、表演、说白五种技艺，自
由发展，共同演出一故事，实为真正
戏剧也。”环县道情皮影戏是将道
情音乐与皮影相结合，以悠扬激越的
道情为曲调、以精雕细刻的皮影为表
演形式，在陇东大地上扎根、绵延。
下面将以“甘肃环县道情皮影”为
例，细说皮影之“美”。

环县隶属甘肃省庆阳市，地处陕
甘宁三省交界。曾是匈奴、羌、戎、
狄等民族交往及古老秦陇文化和多民
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之地，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诞生
了“环县道情皮影”这一民族民间艺
术。环县道情皮影在当地多称“影子
戏”“灯影戏”“牛皮娃娃”等，它是

“道情”与皮影相结合的产物。环县
道情皮影与当地人民的习俗信仰水乳
交融，形成了以环县为中心，延伸至
周边的华池、庆城及宁夏盐池、陕西
定边等县在内区域的播布现状。

环县道情皮影戏有着十分辉煌的
历史。据《环县道情皮影志》载，明
嘉靖、万历年间，在环县部分庙会上
就有道情皮影的演出活动，清朝大将
董福祥曾把环县皮影戏带往京城为慈
禧庆贺寿诞。清末民初之时，著名艺
人解长春精心培育了四大弟子，并对
皮影的制作和演唱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和完善，使得环县道情皮影成为中国
西路皮影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支。

道情皮影戏之关键要素在道情、
皮影与戏。道情是音乐特征，皮影是
物质材料，戏是表演方式与故事内

容，所以道情皮影戏的本质特征也体
现在这三个方面。

环县道情早在北宋时期已经萌
芽，当它与皮影结合后，在原有说唱
曲调基础之上，兼收当地民歌小调，
效法戏曲唱腔板式，形成了一套较为
简约且又全面的戏曲声腔规模。道情
皮影戏的音乐包括唱腔与伴奏。音乐
以板腔体为主，兼有曲牌体。板式主
要有花音坦板 （慢板）、花音飞板、
苦音坦板 （慢板）、苦音飞板四类。
伴奏乐器共10余件，分为文场、武
场，其中四弦、渔鼓、甩梆子、简板
四件自制乐器独具特色。唱腔最主要
的四种板式为花音快板、花音慢板、
伤音快板、伤音慢板；伴奏包括文场
伴奏与武场伴奏，与其他戏曲文武场

伴奏的区别主要在于乐器种类、组合
以及二者的使用比例和方式中。在不
同的剧目类型、不同功能目的的影戏
表演中，所选择的唱腔类型、伴奏方
式必须有所区别。

作为道情皮影戏物质材料的“皮
影”，其关键在“影”。有学者指出，
人文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些民
族，“魂”“影”同名。这种观念也在
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
枝》等人类学著述中被多次表述。这
种魂灵就是影，影就是魂灵，而“魂
灵”在一定条件下则可以成为人身的
代言或现身的特征，在影戏不同的剧
目类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另一方
面，影戏表演区别于人戏（如秦腔）
表演的根本在于人戏是真人假动作，

即马鞭一挥就是骑马的程式化表演。
而皮影戏则是假人（影人）真动作，
即人、物都可以直接出现，挑线者借
助灯光，在纸亮或布亮上摆布影人，
并做出坐、卧、行、走、踢、打、翻
转、提袍甩袖、腾云驾雾等各种动
作，灵活生动，多姿多彩。影戏之

“真”的表演特点与影神同一的思想
观念，为道情皮影建构了“真实”直
观的特殊表演模式。

环县道情皮影常见戏班4至5人
左右，主要在农村庙会中演出。表演
时前台一人操纵影人并完成所有角色
唱腔，其余3到 4人操持10余件乐
器，并负责“嘛簧”（“帮腔”或

“齐唱”）、“搭架”（次要角色道白、
应声） 和“喝场”（兵卒、武士呼
威），一唱众和，粗犷高亢，独具风
格。剧目以传统历史剧和神话剧为
主，约有 180多部，至今还保留着

“图”“卷”等古老文化符号。环县皮
影造型特征鲜明，深藏有古北地之远
古文化气息。皮影人物造型头大身
小，身段上窄下宽，手臂过膝。造型
设计时，不仅男女有别，而且人物身
份性格不同，则相貌各异。环县皮影
人物的“忠奸善恶”通过人物脸谱便
可一目了然。皮影脸谱一般是按黑
忠、红烈、花勇、白奸、空正设计。
同时，环县皮影还将传统的道德评判
标准刻入人物脸谱之中，即“公忠者
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以寓
褒贬于其间耳”，体现出朴实的劳动
人民对美与善的追求。目前馆藏及民
间留存的数千件清代皮影原件，制作
考究，工艺复杂，构思奇妙，雕刻细

腻逼真，造型丰富精美，有极高的艺术
和研究价值。

20世纪50年代，环县道情皮影三
次进京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
导人的高度赞誉，并最终发展为甘肃唯
一的地方剧种——陇剧。2003年，环
县道情皮影被原文化部列为全国首批
10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
点”单位之一，以此为契机，县委县政
府从资金筹措到法规制订，从皮影普查
到数据整理，从戏班、传承人保护到产
品开发等，实施了一系列朴实而有效的
保护措施。他们的理念和经验均已引起
专家学者广泛关注，并先后数十次对其
进行参观学习、调查研究。

在环县调研时，我们采访了多位
老艺人。让我们感动的是，通过他们
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一代代老艺人
为了守住这门古老传统的艺术，吃了
很多苦，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就拿影
灯来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
环县通电之前，皮影戏所用的影灯是
柴油灯，柴油灯的缺点是灯捻小了亮
度不够，灯捻大了黑烟太浓。一到秋
天，艺人们就早早地穿上了厚厚的棉
袄，直到来年3月份演出完毕，才将
棉袄脱下。家人将脱下的棉袄拆洗，
发现艺人们的棉袄中，棉花都是黑
的，而艺人们吐出的痰液也是黑的
……每年要持续到 6月份，痰液才能
变成白的。通电之后，经过改良，影
灯中不再使用柴油，艺人们的健康意
识、环保意识逐渐加强。随着科技的
发展，新时代以来，LED灯也已出现
在皮影戏的舞台上，增强了艺术效
果，极大地丰富了皮影艺术舞台。

甘肃环县道情皮影历史悠久，与
当地的地理、人文、民俗生活传统相互
渗透、融合，表现出古老、原始、纯正、
地道的生态文化特征，被专家学者称
为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化石”，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2006年，环县道
情皮影戏被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
年，环县道情皮影戏与中国其他各皮
影剧种，以“中国皮影戏”为名，申报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非遗传
承的高度重视，环县道情皮影艺术的
保护与传承也不断获得传承发展生
机，绽放迷人色彩。

制定合理的保护机制。以政府为
主导，提供资金保障，从根本上保证了
皮影普查、古旧皮影收购、皮影艺术博
物馆建设及部分传承人生活补助等基
础工作的全面开展。设立专门保护机
构。自2003年被原文化部列为全国首
批10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试点”单位之一开始，环县县委、县政

府即成立了环县道情皮影试点工作领
导小组；在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前提
下，多次赴省进京，咨询主管单位，请
教专家，首先制订出了《中国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环县道情皮影保护试点
实施方案》；2005年，又专门成立环县
道情皮影保护中心，全面负责道情皮
影的保护工作。制订出台了《环县道情
皮影保护传承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使道情皮影的抢救、保护、传承工
作有章可循。同时，环县县委、县政府
还积极引导学者深度参与。保护需要
系统研究的理性成果作指导，研究需
要在保护过程中不断深化，自环县道
情皮影保护试点之初，就因学者的广
泛参与而使研究与保护相伴而行。如
2003年秋，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教
授带领中国音乐学院几名硕士博士到
环县实地考察，他们为保护伊始的环
县道情皮影带去了专业化的发展建
议，使保护工作有了良好的起点。同年
末，还聘请成立了包括郝苏民、乔建
中、乔晓光教授等音乐、美术、民俗、戏
剧、文学界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皮影

艺人共同组成的专家组，以对试点工
作进行全面指导。

以坚实的普查为基础。2004年，
环县就开展道情皮影田野普查，掌握
现存情况，并将普查到的原始资料按
照代码进行分类，建立索引目录，确定
专人管理；2005年，设计开发“环县道
情皮影数字化管理系统”，设计了基本
信息、日常业务、道情音乐、皮影民俗、
剧目剧本、多媒体和实物等8个管理
模块，以多层结构式的数据库为支撑，
实现了档案资料的现代化管理和数字
资料的多功能服务，成为全国较早实
现数字化管理的县份。

在发展中保护。自 2001 年制订
《环县皮影艺术开发方案》始，环县就
将皮影发展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近
年通过拓展演出空间，开发皮影产品，
增强了道情皮影对工业文明的自身调
适力，在创新中保证其可持续发展。自
1987年首次出国访问演出以来，环县
道情皮影艺术团已19次应邀出访演
出，极大地提升了环县道情皮影戏的
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向海外展示了

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做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
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中国皮影戏的历史很长，未来的路
更长，让我们为弘扬、发展中华传统文
化共同努力！

▲中国皮影艺术

◀
皮
影
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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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皮
影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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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
来，全国政协十分重视非遗的传承
保护与发展，多次组织委员、专家
学者等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双周
协商座谈会，积极建言献策，努力
推动非遗的传承发展。作为人类口
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
皮影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
厚土壤，凝聚着我国传统造型与表
演艺术的精华，凭借其精美的造
型、精湛的技艺、优美的唱腔与丰
富的剧目，深受人们喜爱。本期讲
坛邀请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黄虎讲
述“皮影戏展示非遗的美与用”，这
是他近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
讲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