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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
传统艺术。作为济南唯一一支
传承有序的皮影家族，李家皮
影在一方幕布前经历了五代传
承，演绎着世间百态。一百年前
李克鳌用山东梆子唱皮影，一
百年后李娟用动画讲皮影故
事，不同的年代里李家皮影都
经历着相同的辉煌。

口述人：济南李家皮影第五代

传承人李娟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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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爷爷李克鳌
梆子戏开唱皮影

李家皮影传承至今，已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爷爷
的爷爷李克鳌是李家皮影创
始人，他十八岁时，有一位河
北艺人张盛旺到我邹县老家
表演皮影戏。白天张盛旺在
李克鳌家饭铺里吃饭，二人
就认识了。晚上皮影戏在卖
场园表演，李克鳌站在人群
里看戏，剧目是《西游记———
无底洞》，从曲折的剧情，奇
特的台词，武打的动作，确实
引人入戏。美中不足的是张
师傅的公鸭嗓音，李克鳌琢
磨要我说唱就好了，这不是
自夸，他是梆子戏的票友，已
小有名气。

原定表演三晚上，本庄管
事的人每户敛粮食和吃头。第
二天下雨了，李克鳌把张师傅
和伴奏的小伙子都接到自家
院里。张师傅是位还俗的和
尚，跟姑父学习皮影戏，跑江
湖已经二十年了，他让李克鳌
帮忙合演几场皮影，河北的皮
影配着鲁西南的梆子腔，很受
观众欢迎。张师傅觉得李克鳌
嗓音好、人品好，就想收他为
徒。这时正好给张师傅伴奏的
小伙子回河北不干了，李克鳌
就回家和父母商议，要帮助张
师傅演到河北老家。李克鳌的
父母也通情达理，只是嘱咐儿
子常往家写信，不能耽误成
婚。演出进了兖州，租了一间
靠街的房子，一天演出三场。
一天他们正在检查皮影，突然
一位女子跑进后台，抓住幕布
啼哭，女子称自己是李克鳌没
过门的媳妇小凤。

原来，李克鳌演皮影戏
的消息，传到了他未来岳父
那里，岳父认为“种地养户，
演戏舍家”，跟李克鳌定亲是
看他有房子有地，开着饭铺，
是个本分人，没想到李克鳌
干皮影戏这一下贱的职业，
给他们丢人，于是想跟他断
亲，但小凤却非李克鳌不嫁，
跑到了李家，并一路找到兖
州嫁给了李克鳌。小凤会剪
纸绣花，心灵手巧，演皮影戏
时也能帮不少忙。

爷爷的父亲李福增
曾被称为“假女人”

我爷爷的父亲叫李福增，
他四岁就能伴奏，十岁就能说
唱表演。

有一次在崔家庙搭台说
唱，演出剧目叫做《西游记———
七彩母鼠吃唐僧》。一个姓崔的
财主和他家少爷也来看皮影，
按规定演出时不允许进后台。
但那个崔少爷硬往后台里钻，
没有人敢拦。崔少爷听李福增
的说话唱调，一直以为他是女
人，谁知到了后台只看到一
老一少没有女人。从此爷儿
俩在集市上买东西，有几个
人就喊：“假女人！”这成了李
福增的外号，他的嗓子很特
殊，能唱老旦、花旦、青衣，就
这样假女人、李钢炮的名声传
遍了鲁西南地区。

那时孔子后代孔令怡、孔
德成还曾邀请李家皮影去演堂
会，爷儿俩知道孔府是文明礼
仪之家，不是集市，在集上得
抓观众多收钱，可以口不把
门，说脏词臭语，逗人乐和。在
孔府这样泼脏水、撒狗血可不
行。于是爷儿俩就把《盘丝洞》
的词改了一遍，去掉淫词秽语
和猪八戒下流的动作等，准备
去孔府演出。

艺人属于下九流，进孔府
得走后门，演皮影戏的舞台搭
在客厅里，看台前摆放着几排
八仙桌椅。爷儿俩把皮影人物
道具按顺序摆放，开演后生旦
净丑、唱念做打，剧情曲折，步
步惊奇，台前笑声阵阵。结束后
孔令怡父子到后台慰问，孔令
怡称赞演出比他想象得还好，
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戏
剧蜘蛛精七姐妹同时上场亮
相，你皮影四个姐姐下场，三个
妹妹再上场。要一同上，一同
下，操作不了吗？李福增解
释，因为皮影道具有七个姐
妹的头，却只有四个女人的
身子，没办法。四个姐姐下
场，拔下三个姐姐的头，安上
三个妹妹的头再上场。

孔令怡听到后，马上吩咐
一个佣人提来一只皮箱，里面
盛着一匹马等三十多个皮影，
女角占了一半，送给了李克鳌
父子添戏箱，还给了他们许多
铜钱银元。从此李福增凑了七
个女角。

爷爷名叫李兴时
皮影做成电视剧

到了我爷爷李兴时这一
代，他天天早起喊嗓子练功，以
防声音倒仓不能说唱。1960年
济南成立木偶皮影戏剧团，爷

爷担任团里的主演。“文革”时
家里很多皮影也被抄家抄走
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皮影
才渐渐又开始演出。

1982年，电视台给爷爷提
出建议，把皮影《西游记》分成
集，一集一刻钟，连续播出。爷
爷觉得皮影戏上电视是头一
回，要买皮子制作新皮影，但那
时没有钱，工资花不到月底就
得东借西借。一天晚上他睡不
着觉，忽然想起床下有个宝贝，
是他在青年公园拾到的一块塑
料，用它做皮影比较便宜，于是
就买了几十斤硬塑料，邀请年
画美术家李百钧教授设计皮影
造型，并用日本彩色笔上色，贴
在荧幕上鲜艳透明。

后来山东彩色电视皮影戏
就与观众见面了，紧接着中央
电视台转播了，并通知山东电
视台皮影戏录制多少就播放多
少，就这样爷爷打响了复兴皮
影戏的第一枪。爷爷李兴时还
带着皮影参加了《吴训》、《小小
飞虎队》、《闯关东》等电视剧的
演出。2008年他被评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我是80后叫李娟
将开创皮影脱口秀

我出生于1986年，从小就
待在爷爷李兴时的身边。耳濡

目染皮影戏的基本功，爷爷要
求我每日画一幅漫画，剪一幅
有创意的剪纸，还要把寓意及
创作思想讲给他听。一开始我
还觉得很新鲜，可是日复一日，
天天如一，时间久了就厌倦了
这种枯燥的事情。尤其是看着
身边的小朋友无忧无虑地玩
耍，心里既羡慕又烦躁。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
是出于爷爷的严格要求，只能
硬着头皮去做。

爷爷还让我讲故事、练习
表演，从7岁开始，我就跟随爷
爷登台说相声、山东快书，一
直做他的小帮手。在我十岁生
日那天，爷爷在他的“宝贝箱”
里拿出一个皮影人物递到我
手里，说：“从今天起，我要真
正 地 手 把 手 教 你 操 纵 皮 影
人。”

15岁那年，我第一次独立
登台演出皮影戏《荷花仙女》，
自己操纵20多种道具，爷爷在
一旁用山东话伴唱。整个节目
十几分钟，演完却已经满头大
汗、筋疲力尽了。忙忙活活的
演出刚结束，就有领导到后台
来观看，一位香港友人说：“果
然是一个人在后面忙活，还是
个小女孩，让我感到吃惊！”

到了2 1世纪，人们都喜
欢看电脑、玩手机，没有人喜
欢看皮影戏了。后来有了国
家和政府对非遗的支持，我
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爷
爷制作、表演皮影戏。直到
2011年底，爷爷为了给电视
台录制节目，去复印社复印
剧本，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
骨折，需要做手术，这一跤对
我的打击很大，也突然意识
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与责任。

2012年开始至今，我放弃
了所有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皮
影戏的发展中，开始独立创作
编剧、制作影人、演出各样的新
戏。我知道若要在当今社会站
住脚，就要不断添加时尚的新
元素进去，创作一些跟动画相
结合的皮影戏出来，如深受孩
子们喜欢的《西游记——— 狮驼
岭》。另外新人婚礼的皮影展示
现在也在做，未来我还准备打
造中国第一个皮影脱口秀，
比如说一些流行话题，争取
在10月份以后能固定演出。

李娟制作的皮影作品。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李娟在表演皮影戏“孙悟空

大战蝎子精”。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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