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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影偶艺术周，既是国内
外影偶佳作的积极碰撞，也是京
津冀地区影偶艺术的欢聚。记
者在艺术周期间看到，北京皮影
剧团、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和唐
山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皮影剧团
等京津冀王牌剧团悉数到场。

作为国家级和北京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皮影戏”的
保护、传承单位，北京皮影剧团
展示了剧团的传统保留剧目《长
腿的鸡蛋》。天津市儿童艺术剧
团带来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
精》生动无比，把“小木偶大戏
剧”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现
场，杖头木偶、桌偶、椅偶、托偶、
片偶、布袋木偶等表演和演员的
唱段结合，舞台上木偶在演员的
操控下表现出人物的各种情绪
和行为，栩栩如生，观众们在台
下掌声阵阵、笑声连连。

说到京津冀影偶的代表，绝
对绕不开皮影戏。皮影戏又称

“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门融
绘画、刻纸、说唱、戏曲于一体的
中国民间传统艺术，被誉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唐山皮
影戏又叫滦州影、乐亭影、驴皮
影，是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
种类之一，2006 年 5 月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唐山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皮影剧团堪称业内的“头部院
团”。“以前我们去国外演出时，
因为皮影在各动作转换时速度
极快，被评价为‘闪电式、魔术般

的艺术’。”国家一级演员、唐山
皮影剧团业务副团长赵卫东告
诉记者，因为音乐、唱腔、表演形
式跟其他区域的皮影不同，唐山
皮影在全国可谓独树一帜。

今年是剧团连续到影偶周
演出的第四个年头，在往年带来

《三岔口》《鹤与龟》《小羊过桥》
《东郭先生和狼》等经典剧目的
基础上，今年又带来了《戏说武
松打虎》《鱼妈妈的爱》《杀山》三
部剧目和大家分享。在赵卫东
眼里，创新必须要有，但传统也
必须保留。“我们也算影偶周的
常客了，这次的三个剧目各有特
色。《戏说武松打虎》是我们新排
练的剧，这次是在北京首演；《杀
山》是传统皮影戏《五锋会》中一
折，是历史题材的经典剧；《鱼妈
妈的爱》是一出童话剧，能让孩
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会人
物、场景以及语言上的种种内涵
和表现力。线上展映我们还推
出了《沉香救母》，这让我们的受
众范围也更广了。”

说到几年来的变化，赵卫东
感慨影偶周 的 影 响 力 越 来 越
大，喜欢皮影的人越来越多，尤
其是来到现场、来到幕后，愿意

“比划比划”的孩子都排起了
队。更深刻的体会是，京津冀
的各影偶剧团联系更加紧密。

“相信未来在京津冀地区会开
展更多的影偶活动，通过大家
交流互鉴，中国的皮影戏也会
走得更长远！”

十月“ ”遇
本报记者 陶涛

以天为幕、以地
为 台 。 国 庆 期 间 ，以

“凝”为主题的 2021 北京
（台湖）影偶艺术周在台湖公
园拉开帷幕。这也是北京（台
湖）影偶艺术周在台湖演艺小镇举
办的第四个年头。

10月1日—17日，影偶爱好者迎来
一场又一场的观演盛宴。期间，共有 150
场户外影偶嘉年华滚动式演出，20部中外影
偶佳剧线上展播，10位戏剧界嘉宾直播导赏，3
部国外影偶经典剧目现场高清放映，3部国内优
秀原创剧目剧场展演。此外，还有影偶进社区、国
际影偶论坛等精彩活动悉数亮相。线上线下，国内国
外，舞出十月最美“偶”遇。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北京市曲剧团带来的表演片段——以京
杭大运河为背景创作的儿童剧《大运河漂流记》。这位身穿红衣
的小女孩叫做小船头，她的父母为修缮大运河常年离家，为了和
父母团圆，小船头下定决心独自沿河去往三千多里外的京城。
小船头，你愿意带领大家去见证中国辉煌的影偶文化吗？我们
一同出发吧！”在主持人淘淘的带领下，观众在秋日的台湖公园
随着演出队伍一起挪步，仿佛也成为了影偶剧中的一分子。

此次嘉年华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影偶团队纷纷携
代表剧目精彩亮相。北京皮影剧团的传统保留剧目《鹤与龟》，陕
西中太天恩艺术剧院有限公司《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中央戏
剧学院《希·牛》，上戏木偶专业毛巾偶《成长的烦恼》，科技中心科
普剧《圆来那些事》，汕头市澄海区老玉春香木偶艺术工作室《三
箭定江山》，韩非子剧社表演《拉大提琴的郭修》、唐山皮影剧团

《杀山》、中国木偶剧院演绎《飞吧，丹顶鹤》……大量展演让观众
目不暇接。

作为首都打造台湖特色演艺小镇的重要艺术活动之一，本届
艺术周在台湖公园以环境帐篷改造为特色进行影偶嘉年华露天
展演。五顶帐篷、九个团队、老中青三代力量，别出新意的视觉
盛宴让观众大饱眼福。此外，为了弥补疫情期间国外剧团暂不
能来华演出的遗憾，艺术周特设“现场放映”单元，精心挑选了
德国西波拉剧团演出的《人面兽心》《厄舍古屋崩塌记》，以及奥
地利萨尔茨堡木偶剧院演出的《魔笛》，在中间剧场进行高清影像
放映。

影偶可不只有“大块头”。毛巾、筷子、网球这些日常生活中
触手可及的物品也能拿来制作“木偶”。创意十足、轻松温暖的木
偶剧《成长的烦恼》，就为家长和孩子在家亲子互动提供了好题材
——共同制作手工木偶。

“你看，其实这个偶就是条普通毛巾，把毛巾一折二，头这儿
塞个网球，四肢用筷子支起来，非常简单，我们的演出道具一个行
李箱就能完全装下。”上海戏剧学院木偶专业教师秦峰边说边演
示起来。

记者看到，整个表演在桌面“舞台”上就能完成，通过人偶同
台操纵“毛巾偶”进行表演，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木偶表演，一改
将人藏到幕后的传统表演方式。

在这个时长35分钟的故事里，首先讲述了两块毛巾从“死”到
“生”的过程，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间，展示了两个新生命之间的
爱情故事。后来“他们”结婚并有了爱的结晶，孩子在父母的呵
护下健康快乐地成长。随着儿子的逐渐长大，遇到了每个家庭
都可能要面对的教育问题：孩子的一场考试打破了家里温馨和
睦的氛围，父亲的强硬、母亲的无奈、儿子的叛逆让整个家庭陷
入了困境……

据了解，该剧曾获得第四届“汇创青春”上海大学生文化创意
作品展示活动一等奖。“我们已经在全国演出了四五十场，在北京
演出还是第一次，看到观众的反响很好，我们也很受鼓舞。”秦峰
说，剧团的创作理念就是“打造中国乐高”，希望大朋友小朋友都
能通过一条普通的毛巾获得灵感，创作出更多新奇有趣、富有个
性的家庭影偶剧。

可以是雕工繁复、操作复杂
的传统木偶，也可以是一块毛
巾，甚至只是一双手通过灯光投
影的“手影”，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那么到底什么是影偶呢？“影偶”
其实是台湖影偶艺术周成立以来
才有的概念，简单来说，即皮影和
木偶这两个表演形式截然不同的
姐妹艺术。“国外只有木偶戏和影
子戏，但他们没有皮影，皮影是中
国非常独特的艺术形式。因此我
们把‘影’的概念扩展，让它涵盖
了纸影戏、手影戏和皮影戏等多
个范畴。”北京（台湖）影偶艺术周
策划和制作人韩迟说。

自 2018 年创办以来，北京
（台湖）影偶艺术周便始终致力
于整合北京与全国影偶资源，搭
建国际影偶艺术交流平台，促使
传统影偶艺术在国际与当代的
戏剧舞台上再现异彩。

目前，北京（台湖）影偶艺术
周活动已经享有一定的世界知
名度和国际影响力。据了解，本
届影偶艺术周从国外 20 个国家
34个团队报送的 50部国际作品
和来自国内 22个团队报送的 40
部国内作品中，分别遴选出10部
影偶佳剧。10月 1日—17日，这
20 部凝合中外国际力量的影偶
剧目，以线上视频展播的形式陆
续与广大网民见面。

“线下剧场展映展演，将人
们作为一个社交群体聚集在一
起，共享艺术生活。线上网络展
播，则跨越了地域界限，将全国
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观众聚集
在影偶艺术的平台，共同展望更
为美好的明天。”韩迟介绍，此次
入选作品形式新颖，题材丰富。

形式方面，有传统的皮影，经典
的布袋、提线木偶，还有极富创
新精神和想象力的人偶、手影。
题材方面，既有传统剧目，也有
红色题材和外国歌剧、交响童
话。无论是艺术形式、表演风格
还是故事情节都各具特色，充分
体现了影偶艺术的广阔空间和
无限可能。

“本次艺术周以‘凝’为主
题，就是将诸多国内外经典、创
新好戏‘凝’聚一堂，‘凝’集一
团，‘凝’结成强大的影偶艺术力
量。”韩迟说，此次影偶戏台上的

“中国符号”成为一大特色。尤
其是中国的皮影木偶艺术，凝聚
并延续着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
智慧情感，集中展示出中华民族
上千年的多元文化脉络传承。
像《水漫金山》《大名府》《布袋木
偶戏——中国成语故事二》三台
影偶折子戏以一系列生动的艺
术符号，有力论证了经典题材与
当代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

内行看门道。为与观众形
成良性的即时互动，引导各行业
人士真正走进影偶艺术的大门，
线上展播单元还设置了“有戏好
好说”环节，特邀 10 位戏剧领域
评论家、导演针对中外20部展播
剧目进行直播导赏。

10月17日，北京（台湖）影偶
艺术周闭幕式还将举行国际论
坛。论坛围绕“名著改编与成人
影偶剧创作”主题，采取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国内
外专家及从业者们结合国外成
人偶剧的创作演出，为中国影
偶剧如何向成人转型谋远景、
开新篇。

沉浸式路演筑梦影偶嘉年华

打造“中国乐高”在家也能玩影偶

“中国符号”成影偶戏台上一大特色

京津冀影偶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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