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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手艺更要传承精神
“罗山皮影戏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需要更多的人来了解它，传承它。 ”

陈雨伦告诉记者， 虽然罗山县现在有
500

多名从事皮影戏的艺人， 但是远远
不够， 要想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下去，需要更加努力，“现在，我正在筹
建罗山皮影社会传承基地，筹建成功后，

就可以免费把基地对外开放， 让更多的
年轻人了解罗山皮影戏， 我也会免费去
教大家皮影戏。 ”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罗山皮影戏，

罗山县文化局正因势利导， 让皮影戏在它
适合的环境中不断生长。首先，罗山县成立
了县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同时设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 加强了罗山皮
影戏的基础性保护工作，对全县

78

担箱皮
影，

568

位皮影艺人以及皮影剧本、音乐和
皮影制作开展了广泛普查并建立了档案。

同时，培养皮影戏青年传承人，组织优秀皮
影剧团出国、出省、出市演出，并不断创作
新剧目，创作出适宜于老、中、青、学生观赏
的系列新剧目。

我市文化底蕴深厚， 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分丰富，除却罗山皮影戏，还有类型多样
的“信阳民歌”，说唱艺术“大鼓书”“光州渔
鼓”，独树一帜的“花鼓戏”以及泥塑、木雕、

剪纸、草竹柳编、彩绘、彩陶等民间工艺。这
些多彩斑斓的信阳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
厚重的信阳文脉，生生不息，为中华民族文
化多样性不可缺乏之养分， 滋润八百万信
阳儿女。

为了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
的传承， 我市积极举办非遗进校园、 进社
区、进农村，大力推进各类赛事活动，融入
非遗元素，形成协同发展局面，举办民俗文
化节，将剪纸、叶雕、泥叫吹、石雕、木版画、

毛布底鞋、皮影等工艺品集中进行展示。同
时，积极参加在外地举办的文化活动，吸引
了境外华人华侨来我市学习剪纸、皮影、民
歌等传统文化。

小皮影 大舞台

———罗山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

浪漫之都刮起“中国风”

10

月
2

日至
6

日， 罗山皮影戏在遥远的“浪漫之都”

———法国巴黎“刮”起了中国风。应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

罗山皮影新秀剧团一行
9

人，前往巴黎进行演出。

3

日晚，罗山皮影戏艺人一行
9

人，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 用原汁原味的罗山方言演出了传统皮影剧目《龙凤呈
祥》。

4

日晚，在法国巴黎十三区政府，罗山皮影戏艺人为法国
观众表演了传统折子戏《杨文广挂帅》《征北番》《麒麟送子》《诸
葛亮招亲》。 剧情唱词唱腔纯正圆润，曲调激越明快，极富感染
力，让法国观众都沉浸在了“中国故事”的美妙艺术之中。

“我觉得这个演出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演出结束之
后不断有人来到后台给我们互动。”

16

日上午，记者在罗山见
到了前去法国演出的

4

位皮影戏艺人，回想起当时演出的场
景，大家还有点雀跃，“基本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有次热烈的
掌声，演出结束后，法国观众纷纷拉着我们合影留念。 ”

“此次在巴黎演出的剧目，都是经过我们精心挑选的。

《龙凤呈祥》不仅具有家国情怀，更兼花好月圆之韵味，很契
合‘十一’期间过节的气氛。 ”皮影戏艺人之一的陈雨伦说，

“那几段折子戏，我们都是挑选精彩部分，有打斗部分进行
表演的，再加上节奏感鲜明的打击乐，烘托出来很好的气
氛，台上台下互动热烈。 ”

“其实，这几场剧目，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只排练了
四天就出国演出了。 虽然时间短，但是大家基本功很扎实，

平时磨合得也都很好，也很有默契。 所以，我们丝毫没有降
低演出水准，反而都竭尽全力，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
罗山皮影戏。 ”陈雨伦说，在巴黎演出的几天，每天晚上都
睡不好觉，有时紧张得还说梦话，直到演出结束，获得了好
评，他心里的大石头才总算着地了。

登上巴黎的舞台，是罗山皮影戏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出国
门，但这是第一次，却不是最后一次。 记者了解到，目前，德
国、英国等国家，均有意向邀请罗山皮影戏前去演出。

痴迷于皮影戏的女艺人
“巴黎演出能这么成功， 靠的是集体，

没有大家多年的磨合， 不可能有这么成功
的演出。”陈雨伦说。记者了解到，此次前往
法国巴黎演出的皮影戏艺人最大的

65

岁，

最小的
35

岁，其中还有两位女艺人。

祁平不仅是其中一位女艺人，今年
35

岁的她更是一位“

80

后”。作为一名“

80

”后
的小姐姐，原本可以踩着高跟，穿着正装，

行走在写字楼里， 为什么要选择与皮影为
伴呢？ 祁平用两字给记者进行了解释———

着迷。

“小时候，每逢二月二，家附近就有庙
会，皮影戏是其中一个固定节目，虽然那时
候小，听不懂唱的是啥，但是只要我在家，

一定会完完整整的听完。 ”祁平告诉记者，

长大后， 自己对皮影戏的痴迷一发不可收
拾，遇到皮影戏艺人就会软磨硬泡，想跟着
学皮影戏，

5

年前，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
师父陈雨伦，便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皮影戏，

“皮影戏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兴趣，更是种文
化，是种传承，即使有很多人质疑，很多人
不支持，我也会坚持下来。 ”

“别看祁平学习皮影戏时间不长，却是
我们剧团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陈雨伦
笑着对记者说，“今年

3

月份， 在全国两会
期间， 我们推出了一部反映河南交通巨大
变化的现代皮影戏《山妞赴疆探亲记》，讲
的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罗山小姑娘山妞，去
新疆探亲换乘交通工具的变化， 以及乘坐
地铁误入郑东新区

CBD

的经历。祁平唱的
就是山妞，从那之后，山妞就变成了她的名
字，真名反而被人喊得少了。 ”

另外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皮影戏
艺人是

47

岁的王晓丽，而且她还是罗山县
第一位正真从事皮影戏的女性。

“我年幼时一直学画画，

2006

年开始
拜师学艺，学习制作皮影。 ”制作皮影是件
细致活，每道工序都不能出错，一旦出错
便前功尽弃，即便如此，王晓丽依然靠着
自己的专注与细致坚持了下来，她制作的
皮影在业内得到了一致的称赞。

外国友人在向罗山皮影戏艺人“请教”

一块白布，三五人操作着几个尺把长的小人，

在幕后述说着古往今来；带有地方特色的唱腔，让
人听得如痴如醉……初见皮影戏， 很多人都会好
奇，这个融合完整戏剧与影像元素的表演，散发着
中国文化魅力和意蕴的民间艺术。

罗山皮影戏具有独特魅力，影人用牛皮制成，

有别于北方皮影。 始于宋代， 兴于明清， 距今有
1000

多年的历史。 经过历代皮影艺人的加工、提
高， 罗山县皮影艺术已经成熟， 影人制作美轮美
奂，栩栩如生。生、旦、净、丑行当齐全，音乐旋律流
畅，唱词、道白雅俗共赏。

如今，罗山皮影戏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走上了
世界的舞台，不仅让更多的人见识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经久不息，也让皮影戏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巴黎的观众们在认真观看皮影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