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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皮影戏是冀中皮影戏的重河间皮影戏是冀中皮影戏的重
要代表要代表。。目前目前，，冀中皮影戏在保定冀中皮影戏在保定、、廊坊廊坊

等地基本消失等地基本消失，，而在河间还有着比较完整的而在河间还有着比较完整的
保存保存。。

20082008年年，，河间皮影戏被列入河间皮影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2011 年年，，河间皮影戏作为中国皮影河间皮影戏作为中国皮影
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戏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作名录”。”。

河间皮影戏

唱腔粗犷 独具特色1

灯光亮起，乐声铿锵。演员站在帷幕后，十指翻飞，随着剧情的
推进，托出戏中主人公的满腔豪情……真可谓“一口述说千古事，
两手对舞百万兵”。”这，就是河间皮影戏。

在河间市皮影剧团的小剧场，正在排练的几位演员，熟练地操
纵着影人——“鲍叔牙”和“管仲”，表演着新编皮影戏《千古丰碑》
中的一折。两位历史人物在马上枪来箭往、激战正酣……

河间皮影戏：

两手对舞百万兵

皮影戏俗称灯影戏，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形式之
一。皮影戏选用上等驴皮，经过刮、磨、洗、刻、着色等20
多道工序手工雕刻而成。其艺术创意汲取了中国汉代
帛画、画像石、画像砖和唐、宋寺院壁画的手法与风格。

“在河间流传的众多艺术形式中，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河间皮影戏已历经数百年的传承。由于过
去老艺人们学习主要靠口授心记，并无文字和剧本，
因此，至今在河间民间只保留有少量演出剧本，显得
弥足珍贵。”河间市非遗中心工作人员哈雅爱说。

据《河间文史资料》一书记载，按照地理位置，河
间皮影戏大致可分为东、西两个支系。皮影传入西支
西九吉乡卢村一带，据说是明永乐定都北京以后，距
今已有近 600年历史，历经六代班主。据记载，东支
传入王庄子村也已百余年。

从影人的高度到乐器的配备，从演出唱腔到表
演技巧，两支皮影班社大体相同，只是在演出的传统
剧目上有所不同。

西支的传统剧目有《绣花灯》《丝鸾带》《四大名
山》《白蛇传》等；东支的剧目有《拿蛛蛛》《混元盒》

《五鼠闹东京》等。
河间皮影戏乐队分文武场，文场是板胡、二胡、

笙、笛等，武场是板鼓、阴阳板、锣、镲等。皮影戏的唱
腔被称为“老虎调”，唱腔风格粗犷、奔放、朴实，与当
地方言结合紧密，有“大悲调”“小悲调”“平安调”等。

演出时，艺人在幕后操纵影人的一举一动。真人
指挥影人行，再配上河间地方独有的唱腔，鼓乐伴
唱、动、画谐调一致，诙谐幽默。

据考证，以河间为代表的冀中皮影戏在造型、剧
本、唱腔、演出形式等方面，与冀东、冀南有着明显的
差异。

口传身授 延续至今2
“拿起钢针盘绒线，无可奈何

绣花灯。一绣星辰共日月，二绣王
母赴蟠桃……”在河间市西九吉
乡卢村，耄耋之年的皮影戏老艺
人卢占峰，唱起了皮影戏经典传
统剧目《绣花灯》片段。那沧桑深
沉的悠悠古韵，把人们带入了旧
时岁月……

卢村是河间皮影戏的发祥地
之一，有着深厚的戏曲根基。这里
出现过多代皮影戏艺人。在当地
闻名的有西支第四代班主吴老
喜、第五代班主卢兴廷等人。到卢
占峰和卢保宗，已是第六代了。

卢占峰打小就爱看皮影戏，每
遇到村里有说戏的便拔不开腿。8
岁那年，他开始在卢兴廷的口传身
授下学唱皮影戏。由于颇具天赋，
他深得师父喜爱，没多久便能跟着
戏班子到周边的乡村去表演。

70多年来，那些经典的皮影戏
剧目、表演和唱腔，深深印刻在卢村
老艺人的脑海。目前，他们已经协助
河间市文化馆整理了多部老剧本，
并开办多期皮影戏培训班。

过去，河间皮影艺人对于皮
影人子非常虔诚，演出开箱、结束

装箱都有严格规定。开箱取影人
时，演员要净手、行礼。装箱时，皮
影人头、身子分装。但身子上必须
有一对装上脑袋的书童仕女“压
箱”。

如今，卢占峰最大的心愿是
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并学习皮影
戏，使它能够世代相传下去。

53岁的卢守山是卢占峰的儿
子，对皮影戏有着深厚的情感，他
正在践行着父亲的愿望，利用业余
时间在河间市皮影剧团工作。

在 83 岁的皮影艺人卢保宗
的家里，记者见到了他珍藏的数
箱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皮影人和道
具。它们有人有物有景，雕工精
巧、造型隽秀逼真、栩栩如生。这
些既是早期皮影戏演出时的道
具，又是一件件富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民间工艺品。

卢保宗对这些老物件如视诊
宝、呵护倍加。虽然现在不能唱戏
了，但是一有空，他便和老伴将它
们翻腾出来抚摸把玩。

卢保宗说：“这些都是祖辈传
下来的，约摸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希望它们能一直传承下去！”

挖掘保护 代代相传3
“大将出征战旗飘，腰悬秋水

雁翎刀。埋伏精兵擒虎豹，撒下天
网逮龙蛟……”在河间市皮影剧
团，演员们正在排练新编皮影戏

《千古丰碑》。
“见贤思齐”这句经典历史典

故与河间束城有着深厚的渊源。
为歌颂东周列国时代齐桓公

思贤若渴、知人善任，鲍叔牙高风
亮节、举贤让相，管仲不负重托、忠
贞报国的家国情怀。河间市组织创
作了《千古丰碑》这一新剧本。

河间市皮影剧团是一支由民
间戏曲爱好者组成的社团。年过
7旬的团长曹克君与老伴王崇新
都是评剧爱好者。他们于2018年
购置设备、服装，在自己家里腾出
房间来成立剧团，目前已组成了
三四十人的演出队伍。

曹克君说：“团里的演员都是
各单位退休的曲艺爱好者，还有几
位是梆子剧团退休演员，有好几对
都是夫妻。前几年，大家跟随卢占
峰老师学习了皮影戏。大家不仅爱
好又增加了，还感觉有唱下去、传
下去的责任。

今年8月份，剧团的9名演员
带着《千古丰碑》这个戏，赶到石
家庄，在全省非遗联展上表演。

曹克君说，皮影戏在河间虽
然兴盛数百年，但是却面临失传

的局面。近年来，河间市有关部门
十分重视皮影戏的保护工作，于
2012 年对河间皮影戏进行了挖
掘和整理，完成了《绣花灯》等传
统剧目的抢救保护工作。

河间市文化馆馆长闫亚州
说：“老艺人们有几十年没有正式
演出过了，对白生疏，乐队文武场
和演员也已经凑不齐。另外，这些
艺人年事已高，表演用的皮影人
子年久失修，破损严重。面对诸多
问题，为了不使这一优秀剧种失
传，我们决心将其原原本本、原汁
原味地保存下来。”

为录制《绣花灯》，河间市非遗
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多次走访老艺
人，边整理剧本边排练，历时9个月
完成了对《绣花灯》全剧24场、8个
小时的录音、录像和文字整理工作。

在一代代河间人的坚守下，
皮影戏正以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方
式，延续着……

本报记者 牛健存 崔儒靖 魏志广 摄影报道

卢保宗展示收藏的影人卢保宗展示收藏的影人

河间市皮影剧团演员正在表演河间市皮影剧团演员正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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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商贸城早市最近的房子，框架结构一二三楼，共计
5000平米出租，适合各种行业（饭店除外）。另外职业技术
学院校园内有一楼150平米门市出租。电话：138339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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