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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洋片背后的故事拉洋片背后的故事。。

扫码看 料更多

在根据老舍先生原著改编的电影《骆驼祥子》
中，有祥子和虎妞婚后一起逛天桥时，虎妞饶有兴
致地趴在一个木箱子那看拉洋片的一幕。这一老
北京的民俗表演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拉洋片这一旧时民间市井街头常见的娱乐方
式，如今已经很难寻觅了。然而，在吴桥杂技大世
界，这一老技艺却被原汁原味地传承着。

“只要对杂技事业、对拉洋片节目宣传有益，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去
做。”温俊来说。近几年，温俊来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活动，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宣传与推进发挥了积极能动作用。
由于对事业执着、业务能力突出，温俊来曾于2001年任大世界江湖文化

城副经理，2004年任红牡丹剧场副经理。2009年，他被任命为红牡丹剧场经理
兼对外演出团副经理。同年，他率领32名演员奔赴台湾参加“国际阑雨节”，获
得县长感谢状；率团参加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节目《古韵》获金狮奖。而
后的多年里，温俊来一直率团全国巡回演出，并不断推广拉洋片这一技艺。

如今，拉洋片技艺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一代代传承人凭借对
拉洋片的艺术把握，通过宽广的音域，尽情地在演唱和锣鼓中抒发
思想感情，讲述古往今来。

温俊来现在正培养着5个徒弟。徒弟们每天一早便跟随他练习
说唱，学习咬字，研究唱腔。同时，在保留古老韵味的前提下，师徒
在创新中打磨节目，将吴桥杂技文化融入唱词，展现时代变化。

“唱词要合辙压韵,行腔要张弛有度,音调要抑扬顿挫。”说起唱
词，温俊来的徒弟叶海东说，拉洋片的表演内容包含着浓浓的民俗
文化，唱词通俗易懂，语言生动幽默，滑音拖腔。在演唱时，艺人要

充分调动五官及身体的各个部位,使自己完全进人角色。
“以前，没有电影、电视，人们能看到拉洋片，从中了解

社会上发生的事和一些民间趣事，也算是一种享受和娱乐
了。通过师父他们老一辈人艺人的保留和我们的传承，让
青少年们了解旧社会人们的生活艰辛，了解传统民俗技

艺的来之不易，会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把这
门富有时代烙印的技艺传承好！”温俊来坚定地说。

夕阳西下，游客们渐渐散去。从外地回来的温俊来，为
大世界拉洋片演员刘鹏讲述着表演技巧，他希望用古老的
拉洋片来演绎他们的艺术人生……

温俊来从小就喜欢看拉洋片，只要一听见吆喝声，就会飞奔出去围坐在拉
洋片的木箱旁，看着艺人们展示出一个又一个新奇的“世界”，感受着拉洋片艺
术带来的快乐，憧憬着将来有一天，自己能学会拉洋片，表演给更多的人看。

1991年初中毕业后，温俊来拜老艺人王永才为师学艺。虽然很快掌握了
锣、鼓、钹的表演技法，但他却在演唱与表演上犯了难。唱段唱腔对于温俊来，是
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原本腼腆的他从不爱在众人面前表现，何况表演加说唱
了。

“开始，我每天起早跑到运河边上练说唱。练了一段时间，说唱词熟练了很
多，但腔调还是相差甚远。”温俊来说，“师父告诉我唱腔唱不好的原因是不敢放
开喉咙唱。”

为了锻炼胆量，温俊来就找到亲朋好友，当着熟人的面唱。几天时间，他的
演唱有了进步。后来，他又到街头、集市上，对着生人练唱。半年过去了，在师父
的精心指导下，温俊来掌握了拉洋片的演唱技艺。

拉洋片妙在一个“拉”字，温俊来每拉一次绳子，镜头里就会变换一张图片。
这个玄机就藏在制作精巧的洋片箱里。

六张画片在木箱里排着队，里面借助灯具来照明，并以特定的机关，将画片
一张一张地翻出来，实现自如切换，产生动态的效果。

1992年吴桥杂技大世界招收杂技演员，温俊来通过考试筛选，被聘为拉洋
片演员，从此开始了演出生涯。

在表演中，温俊来认真揣摩走场与动作，并不断实践。他的表演，得到了游
客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他还亲手绘制画片、制作木箱、设计机关。将画片装在木
箱后，温俊来要反复调试机关，不能让画片卡住。

为了迎合时代变化，温俊来不断创新表演形式，为节目融入了魔术、
古彩戏法、说学逗等元素，使得表演更加立体，更具吸引力。

如今，温俊来的拉洋片远近闻名，表演动作滑稽、唱腔高亢、嗓音洪
亮，不断有电视台、媒体等邀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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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牛健存牛健存 崔儒靖崔儒靖 魏志广魏志广 通讯员通讯员 洪飞飞洪飞飞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由腼腆到自信由腼腆到自信2

演绎艺术人生演绎艺术人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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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北京的一种表演独传入北京的一种表演独
特的传统民间艺术特的传统民间艺术。。

20092009 年年，，拉洋片被列拉洋片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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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街头的风靡街头的““土电影土电影””1
一位艺人，一只手拉绳操作着播放的图像，另一只手则敲锣

打鼓，同时，嘴里哼唱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一个大木箱，围坐一旁的人们，从小孔中窥探箱里呈现出的

“美景”，不禁开怀大笑……
这便是中国最早街头一人一箱的“土电影”——拉洋片。
拉洋片起源于宋代，清末由河北传入北京，成为老北京庙会

上常见的文艺表演，被列为“天桥八大怪”之一。
拉洋片主要分看箱、画面、乐器三大部分。它的道具是一个约

两米高、l米宽的木箱，大幅的彩色图画便安装在木箱之后。木箱
上有4个直径约2厘米的圆形凸透镜镜片，箱侧身安有锣、鼓、镣，
由一条小绳控制。所以，拉洋片可以说是动画电影的前身或是雏
形。

“朋友们，看，我们的杂技健儿，有的翻跟头，有的拿大顶，有
的空中飞人，真是各显其能……你们说，我们吴桥的杂技健儿厉
不厉害……”

“哎，叫小孩你别发懵，你看唐僧师徒西天去取经……跋山
涉水多艰险，一步一坎不太平，途经九妖十八洞，降妖捉怪斗大
虫……”

头戴礼帽、一袭长衫的温俊来手一拉小绳，锣、鼓、镣就“咚咚
锵”地敲打起来，绳索带动各式内容的画框在木箱子里上下起降
替换。一段段唱词，被温俊来脱口而出。木箱子外边，三四游人坐
在长条板凳上，哈腰对着镜片向里看，边看边听艺人的唱词。

今年 49岁的温俊来，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洋片项目的
第四代传承人。他善于运用多种唱腔，在手、眼、身、法、步上形绘
自如。

“我的师祖，是拉洋片这一行里赫赫有名的‘大金牙’焦金池。
清末时，他老人家在北京天桥撂地卖艺，人长得气派，口齿伶俐，
嗓子好，唱腔滑稽悦耳，善于‘使相儿’，会的曲目多，还能结合时
事编写新词。在当时的京城，他老人家可谓名震一方。”温俊来说。

温俊来在山东临沂景区演出温俊来在山东临沂景区演出

木箱子与乐器木箱子与乐器

温俊来温俊来

木箱内的画板木箱内的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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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