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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记者 易雪 孔媛媛
通讯员 孔大儒

孔府皮影妙趣横生
衍圣公府年味十足

三尺戏台、明月灯窗、一双巧手，翻
弄间，小人儿活灵活现，年味儿也随着
戏腔娓娓而来。在曲阜孔府福寿堂，藏着
一处非物质文化遗产——— 孔府皮影。作为
山东皮影中的分支，孔府皮影在《孔府档
案》中也有迹可循，因生动的演艺场景与
剧目，深受孔府主客们的喜爱。

腊月二十七，雪后的曲阜，阳光穿
过屋脊洒在游人的脸上。漫步于孔府之
中，一副副粘贴完成的楹联让衍圣公府
处处弥漫着十足的年味。

穿过间间院落，在孔府西学的福寿
堂，孔府皮影4个大字映入眼帘。顺着悠
扬的锣鼓声，记者来到剧场的后台，只
见皮影师傅王子豪与颜苏平正在表演
春节期间刚推出的剧目———《年宝大贺
岁》。王子豪左手高举“圣府瑞狮”形象
的“年宝”影偶，右手手指灵巧地扳动机
关，与颜苏平手中传统年画中的“年兽”
影偶鲜活地在幕布上“跳跃”起来。当幕
布间光影流动，人物渐次出场，现场的
游客凝神屏气，沉浸其中。

“太精彩了，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过
皮影戏了。”来自菏泽的游客王新冉说，

小时候每逢过年，都会跟着大人到村里
看皮影戏。“那时候可热闹了，现在很少
能看到，总算又重温了儿时的记忆。”

“西学是衍圣公接待客人和读书、
吟诗、习礼的地方，也就是休闲、娱乐的
地方，所以我们的孔府皮影在这里为游
客展现，更显得相得益彰。”孔府皮影剧
场负责人曹灿解释，因春节期间游客量
增多，孔府皮影也从平时的每天4场增
加至现在的每天8到10场。“像以孔府内
宅门影壁墙上的壁画为原型、与传统文
化创意融合的皮影戏《贪壁传说》，‘圣
府瑞狮’与迎龙年相结合的《年宝大贺
岁》，都深受游客喜爱。观看结束后，游
客们还可在皮影师傅的带领下，亲手制
作皮影，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曹灿告诉记者。

重拾孔府皮影技艺
让非遗焕发新生机

“孔府皮影源于山东皮影戏，部分
以河北滦州为元祖，但大概均肇源自本
土，于清朝时期在全省开花结果，流传
甚广。”皮影师傅颜苏平曾作为景区讲
解员，在翻阅《孔府档案》等资料时，查
询到不少关于“孔府皮影”的痕迹。“孔
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5岁世袭
公爵，一生喜爱戏曲。后来，孔府常会邀
请民间有名的戏班入府演出，皮影戏也
应邀来到孔府演出。生动的演艺场景与

剧目，深受孔府主客们的喜爱。”颜苏平
解释，因关于孔府皮影的记载寥寥无
几，让这项传统技艺近乎失传。

孔府内戏班皮影演出自古有之，为
重拾这一传统技艺，2023年，在国家级
非遗传人范正安的指导下，以孔府内宅
门影壁墙上壁画为原型，传统文化创意
融合的皮影戏《贪壁传说》开始在景区
上演，受到游客欢迎，与此同时，应运而
生的40多种皮影文创也深受游客喜爱。

“皮影中影偶的制作方式有选皮、
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发汗烫
平、防腐、缀接、压平十道工序，我们现
在来尝试一下……”在剧场的另一侧是
孔府皮影的体验区，来自青岛的8岁游
客马艺瑄正在皮影师傅的指导下进行
制作。“我们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
子们在体验中感受非遗技艺，也可以让
他们更好地去了解皮影、认识皮影。”曹
灿说。

“孔府皮影，以经典儒家文化为核
心、皮影演艺为载体，以非遗体验的形
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是集演艺、文创、
研学体验于一体的，而这种方式不仅增
强游客的体验感，更是推动文化‘两创’
发展的新选择。”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商品经营部部长杜
程表示，未来，孔府皮影会将孔庙、孔府
内更多的典故与这一传统技艺相结合，
创作出更鲜活、生动的剧目，让孔府皮
影在衍圣公府焕发出新的生机。

游客既能欣赏精彩演出，还能在师傅指导下亲手制作

一场孔府皮影，过年少不了的传统味道
“没有秧歌不叫

年！”作为一种古老的传
统民间舞蹈，海阳大秧
歌流行于山东半岛南
翼、黄海之滨的海阳市
一带，距今有着近600年
的历史。每逢过年，海阳
市的大街小巷，处处挤
满看秧歌的人，人们素
以看秧歌、演秧歌为生
活中一大乐事。作为秧
歌队的指挥者“乐大
夫”，张国红也迎来了一
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各
种节目彩排、演出邀约
纷至沓来。

“咚咚锵咚咚锵，咚
锵咚锵咚咚锵……”腊
月二十五，烟台东方秧
歌队在“乐大夫”张国红
的带领下在东方文化市
场展开又一次带妆彩
排，当天晚上他们还登
上了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2024首届“端上村晚”
的舞台，向全国网友展
示海阳大秧歌的魅力。

“基本上是从初一
忙到十五。”作为秧歌队
的指挥者“乐大夫”张国
红累并快乐着。“新春佳
节，希望通过我们的表
演让更多的老百姓喜爱
上海阳大秧歌。”“乐大
夫”张国红说，“我跳秧
歌，就是纯粹的喜欢。把
这份技艺传承下去一直
是我的梦想，也是职责
和使命。”

当天，张国红的师
傅——— 山东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海阳大秧歌的
代表性传承人修建国专
程从海阳赶到烟台，现
场指导秧歌队的演出。
修建国和徒弟刘兆军、尹浩、蒋佩菊分别对
秧歌队各个角色，特别是“乐大夫”的动作
细节做了示范指导。“师傅和师兄师姐为我
们‘传经送宝’，让我们信心倍增。”张国红
说。

修建国出生于海阳大秧歌世家，自幼
就跟着爷爷扭秧歌，深深受到海阳大秧歌
的熏陶与影响。9岁时，被著名螳螂门秧歌
艺人宫焕兴相中，并被授徒，从此便跟随师
傅学习海阳大秧歌“乐大夫”角色并习练螳
螂拳。他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当上了秧歌队
的“乐大夫”，一演就是几十年。“乐大夫的
一些动作、招式，还有像耍大刀、霸王鞭这
些表演，都需要些功夫底子。”修建国说，有
些人在表演时，模样动作都很好，但就是缺
一股“气”，就像一个当兵的人，走起路来步
步生风，雷厉风行，一看便知道当过兵。

海阳大秧歌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3
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24名，县级代表性
传承人163名。”海阳市文化馆馆长冷平
说。每年组织开展“送智”“送教”活动，各
传习展示所培训“乐大夫”“花鼓”“锢漏
匠”等各类秧歌角色2000余名，培养出一
大批高素质的秧歌队员，推动秧歌人才
梯队持续性发展。

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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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以孔府内院屏门上的
“戒贪图”为原型创作的《贪壁传说》、
以孔府门前的“圣府瑞狮”与迎龙年相
结合的《年宝大贺岁》等多部将儒家文
化和皮影相结合的剧目精彩上演，吸
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游客们在欣赏
精彩演出的同时，更是与孔府皮影近
距离接触，深刻感受儒家文化中的传
统味道。

188张圆桌整齐排列，1656名村民戴着红围巾欢聚一堂

千人共享幸福宴，乐和邻里年味浓
黄河大集春节季，乐和邻里共团圆。

大年初一，伴随着春日里温暖的阳光，满
怀着喜悦的心情，曲阜市陵城镇星家村
举办第一届“满天星”新春团拜宴，邀请
全村父老共贺新春。一大早，星家村村民
就忙碌了起来，大街小巷格外热闹，63名
志愿者身着红马甲穿梭在席宴之间，188
张圆桌整齐排列，1656名村民戴着红围
巾欢聚一堂，同享团圆饭，共度中国年。

活动由“满天星”助教所带来的《舞
龙舞狮》表演拉开序幕，小朋友们生龙活
虎的表演引起一阵阵掌声和欢呼；《我爱
你中国》《歌唱祖国》等爱国歌曲震荡人
心，激起一波又一波合唱热潮；精彩绝伦

的旗袍秀、启人心智的《论语唱诵》等经
典演绎将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
致；非遗国粹川剧变脸、喷火表演更是将
整场演出推向了高潮；当百岁退伍老兵
被推上舞台时，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他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看节目的同时，饭菜飘香，专业的厨
师团队紧张忙碌着，清蒸鲤鱼、红烧肘
子、四喜丸子等经典菜肴由志愿者有序
端上大席，乡亲们则围坐在桌子旁，或举
杯共饮，或隔桌遥祝，或交叉互敬，大家
吃得笑容满面，热闹、和谐的气氛弥漫全
场。“长这么大第一次这样过年，之前不
大熟的邻居在一起吃饭聊天更显亲近

了，大家互相拜年更有年味了！”嫁到星
家村15年的苏大姐高兴地说。

散作“满天星”，聚似“一团火”，在外
工作的青年才俊、能人志士纷纷返乡过
年，浓浓的年味儿让大家又多了一份对
家乡的眷恋。“我们村约三分之一的人常
年在外工作，为让大家一块过个乐和年、
增进邻里感情，我们举办第一届新春团
拜宴，平时在外的‘满天星’此刻聚在一
起，共同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让老百姓
的生活更加红红火火！”谈起活动初衷，
星家村村委主任黄东丽向大家表达了美
好祝福。

记者 易雪 通讯员 武鹏

小小游游客客体体验验皮皮影影戏戏，，感感受受非非遗遗魅魅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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