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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泰泰泰山山山皮皮皮影影影念念念唱唱唱敲敲敲挑挑挑“““十十十不不不闲闲闲”””
故事唱腔都是泰山味儿
本报记者 邵艺谋

弄影轩每周

上演“十不闲”

9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老县衙院内的泰山皮影
艺术研究院弄影轩，这里就
是泰山皮影第六代传人范
正安表演皮影的地方。每周
五、周六晚上，这里光影交
汇、热闹非凡。

初踏弄影轩，被里面浓
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和雅致
的环境所吸引，室内四周摆
放着各式各样的皮影，音响
里传来阵阵皮影唱腔，无时
不让你感觉到自己正身处
在一段和泰山相交的历史
之中。

走过一段仿古小桥，便
来到弄影轩观看皮影戏表
演的茶座，茶座的大堂里整
齐地摆放着几张古木四方
桌。在大堂的最前方，有一
张竖着白布的桌子，白布后
面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皮
影 人 物 。等 正 式 表 演 的 时

候，两个挂在白布后的白炽
灯一亮，这些皮影人物便在
范正安的手中变成穿梭在
光影之间的精灵。

“来者何人？俺乃泰山
石敢当！胆大的妖狼，竟敢
在泰山上拦路吃人，俺岂能
容你！”在范正安的表演中，
最具特色的便属泰山皮影

《石敢当除狼妖》，一阵锣鼓
声响起，配上地道的琴书唱
腔 ，只 见 石 敢 当 手 持 红 缨
枪 ，灵 巧 地 和 狼 妖 对 打 起
来。几个回合过后，狼妖倒
在了石敢当的红缨枪下。在
这 段 表 演 中 ，摆 弄 皮 影 人
儿、唱词念曲、鼓乐伴奏，全
由范正安一人包揽。

皮影戏在长期流变中
形成不同的地方流派，如唐
山皮影、山东皮影、陕西皮
影等。皮影戏表演一般都是
由一个团队组成，至少也需
要两人表演。在山东皮影中
饱汲古老泰山文化滋养的
泰山皮影戏则是其中一朵
独具魅力的奇葩。而泰山皮
影的演出自始至终由一人
完成。表演者左脚踩鼓，右
脚敲锣，口中念唱，双手并
用指挥皮影，一个人演一台
戏，五官、四肢、头脑都不能
闲着，因此，他所表演的泰
山单人皮影又叫“十不闲”。

故事多来自

泰山传说

“说起皮影戏，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它起源于
陕西华县。虽然中国有不少地
方盛行皮影戏，但咱泰山皮影
戏却是独具一格。”范正安介
绍说，泰山皮影戏是山东皮影
的重要嫡脉，它的曲风主要是
山东大鼓，人物的语言和性格
也有鲜明的山东特色。

泰山皮影表演中，最具鲜
明特色的应该属于“十不闲”
了，这项绝技目前只有在泰山
皮影中被完整地继承和保留
下来。2007 年，在全国第二届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范正安
一人表演的“泰山皮影十不
闲”被赞誉为“中华绝技”，这
让范正安对自己所走的保护
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路充满了
信心。

“泰山皮影戏的很多剧目
都取材于泰山文化传说。”范
正安介绍说，大汶口文化的遗
风和齐鲁文化的传承，形成了

泰山民俗的基因和泰山民俗
率真昌明的特点。从自然造化
到灵气之源，从地理大山到心
灵神山，从灵石崇拜到石敢当
信仰，从巡狩柴望到封禅大
典，都体现了礼俗杂糅的泰山
山石崇拜民俗。“威然可敬的
东岳大帝和慈祥可亲的泰山
奶奶，代表了泰山有求必应的
神祇信仰民俗，还有极具规模
的香社组织和祈福还愿的香
客队伍，所有的这些都为泰山
皮影的成长提供了沃土。”范
正安说，在深厚的泰山文化的
培育下，《泰山石敢当》、《碧霞
元君》等皮影剧目久盛不衰，
一直被传唱到今天。

除皮影戏的取材，它的唱
腔也极富泰山特色。范正安介
绍，泰山皮影在唱腔上主要以
山东琴书为主，有鼓调、老调、
南调、琴调、垛子板等，刚中有
柔，具有杂家风格，体现了泰
山文化的兼容性。“正是泰山
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包容，才使
得泰山皮影有着长远的发展
空间。”

泰山皮影

走进学校课堂

2007 年，泰山皮影被评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2008 年，泰山皮影作为传
统文化项目，走进泰安师范附
属学校，成为学生们必修的一
门校本课程。而范正安的儿子
范维国则成了这门课程的专
任教师。“从 2008 年到现在，
一直没有断过。”范维国告诉
记者，他每周都会给三年级的
13 个班级上皮影课，而小学
生们对皮影表现出的浓厚兴
趣也让他感到很欣慰。

市民刘宗梅说，孩子每周
末都会在家里用卡纸画皮影，
这已经成为孩子周末最大的
乐趣，“既能接触到传统文化，
又能丰富课余生活，孩子喜欢
的不得了。”

据了解，除了在小学开设
皮影课程外，大学也成为了这
项传统文化的发扬地。范维国
告诉记者，他在泰山学院开设
了泰山皮影的选修课程，每周
都会到大学校园里给上百位
学生表演和教授皮影戏。除此
之外，范正安和范维国父子俩
多次到泰城、肥城等地学校讲
学，让更多的青少年接触皮
影，目前共有近 4000 名学生
观看并学习制作皮影。

“我们了解到皮影戏在
学生中深受欢迎，所以决定
在全市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普
及活动。”泰安市少工委负责
人告诉记者，此次传统文化
普及月是山东省“心愿直通
车”关爱儿童的活动之一，为
了让更多的小学生看到皮
影、认识皮影、感受皮影戏的
魅力，他们才将此次活动定
在了泰山皮影这一传统文化

形式上。“泰山皮影作为我们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髓，也是我们泰山文
化的代表，并被誉为
泰山文化的活化石。
希望通过观看皮影
戏，让孩子更便捷
地 领 会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精
髓。”

近日，泰安市少工委、泰安市教育局启动“传统文化普及月”活动，本报将

同两家单位一起，为泰城小学生们免费送上泰山皮影戏表演和学习机会。泰

山皮影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的魅力将再次展现在泰城小学生面前。

范正安的人生和泰山皮影的传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资料片)
泰山皮影第七代传人范维国苦练皮影技艺。(资料片)

范正安的女儿制作的皮
影人物。（资料片)

皮影世界。（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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