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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会使用光与学会使用火大概是在同时。
火与光一起指引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
有了光，人类延长了生活的时间，工作因此可以夜以继日，娱乐因此可以秉烛夜游。
光之所赐，其功甚巨，其业甚伟！
而有光就有影。
人们发现不仅光可用，影也可用。
人类在光和影上寄托了无尽的巧思，为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皮影艺术就是中华先民利用光和影为表现手段的一大创造。
皮影艺术起源于中国应该没有疑问。
皮影艺术起源于何时，还有一些争论。
关于皮影表演的完整记载是从宋代开始的，即使从那时算起，皮影艺术的历史至今也有一千年了。
在漫长的一千年里，皮影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有声有色地成长着。
古往今来，小小影幕上上演了多少故事，或儿女情长，或英豪节烈，或惊心动魄，或开怀解颐，忠奸
毕现，爱憎分明。
它伴随着男女老少、城乡百姓，照亮了多少漆黑的夜，温暖了多少孤寂的心。
而同时，一代又一代皮影艺人，为之付出劳动，付出心血。
皮影艺术不断地吸收来自民间、来自姊妹艺术的营养，越来越成熟。
皮影艺术形成了自己的规范、程式，皮影的制作、表演、声腔有了不同的流派，有了名家，有了传世
剧本。
它已长成一株夺目的鲜花，独具风韵，虽然还带着野性，一直没离开城镇乡村的街头、炕头，但也颇
为风光地登上了大雅之堂。
与许多民间戏曲、曲艺品种相比，皮影艺术绝不逊色。
中华文明根植于中华大地，有自己独特的样式，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辉煌灿烂。
但是，近百年来，由于国力衰退、国运不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凌辱下，中国文化几乎陷于灭顶之灾
。
像皮影这样的民间艺术，更失去了抵抗的力量。
国人中也有对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的，一些人对于野生的民间艺术，更视为落后、粗俗，而不屑一顾
。
但正如一些人拿起武器拯救国家一样，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拿起了笔拯救中国文化。
他们不惜放下架子走向民间，走进村野，与百姓、与艺人一道保护、培育民间艺术。
许多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为皮影艺术的研究、发掘、整理立下了开拓之功。
他们当中有不少闪光的名字：顾颉刚、周贻白、孙楷第、常任侠⋯⋯他们认真地梳理传统文化，考察
民俗、民间艺术。
他们希望国人更加了解、更加爱护像皮影这样的民间艺术，也向外国介绍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民间艺
术，使之与各国文化、各国民间艺术一道媲美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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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介绍“中国皮影艺术史”的专著，具体包括了：皮影戏的分布、民间流传影戏始于西汉之
说、影戏于北魏时期发祥山西孝义之说、影戏由外国传人之说、明代影戏的流传、当代影戏的发展、
近代影戏的兴衰、影戏始于唐代西安之说等方面的内容。
    在本课题的完成过程中，曾经查阅了大量的史志资料、收集整理了各历史时期的皮影记载和皮影戏
的文稿件，结合自己20多年所走访的170多个县2000余名民间皮影艺人的田野调查问卷和笔记，整理分
析各地皮影的源流发展情况，建立了皮影文字资料库、图片资料库。
    本课题有创新立论：在学术上首先提出中国影戏三大区域性流派的划分，而且采用综合性角度和大
量详实的历史材料来探索中国皮影戏的历史发展。
本文也首次明确了宋代“大影戏”和“乔影戏”的不同概念。
（注：文学家孙楷第认为“乔影戏”即“大影戏”。
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乔影戏’不知是何影戏，但假定其为一种特殊影戏，当无大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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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力群，1949年出生，河北昌黎人。
河北师范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学术带头人、民间美术方向硕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河北省民族民问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委员、皮影艺术研究学者。

　　长期从事对民间原生态文化遗产的抢救、调研考察和研究工作。
20年来已访问了十几个省170多个县的一千余名皮影艺术和相关人士，积累了大量考察笔记和调查问卷
，收集了许多有关影戏历史、民俗、剧本、唱腔、造型等方面的资料，也发表了许多专著和论文，在
国内，外此领域的学术界有着较在的影响。

　　 2002年4月13日《光明日报》3版报道：《20年走遍大江南北——魏力群教授呼吁保护皮影艺术》
。
2002-2004年承担国家艺术学科“十五”规划科研课题《中国皮影艺术史》。
专著《中国唐山皮影艺术》获2001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任撰稿人的中央电视台50分钟专题片《唐山皮影》2001年获全国电视台艺“星光奖”专题片一等奖。
2003-2004年策划组织了唐山民间传统皮影戏的抢救拍摄，亲自担任主编、后台摄像、文字筹和电子编
辑，正式出版了200余碟VCD光盘。
2003-年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颁发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突出贡献奖”。
连续11年为来华的美国老年书画学习团讲课，先后培养了600多名外籍学员受到高度赞誉。
皮影的论文主要有：《中国皮影流传派考》、《中国民间皮影造型考略》、《中国影戏探源》、《皮
影文化的新形态》、《皮影在新时期的现状与趋势》、《驴皮影艺术与民俗》、《民间皮影造型的特
技设计》、《中国北方皮影造型艺术》、《革命战争新时期的皮影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和保护》、《民间美术与高校美术教育》、《北方傩戏的活化石》、《滦州影人》、《滦州影卷》等
。

　　 另出版专著《魏力群画集》、《中国画辅导教材》系列VCD共10集。
作品入选《中国美术家》、《中华人物辞海》、《中国当代名家书画选集》、《国画家》、《中国花
鸟画家技法分解图典》等二十多部辞书和画册。

　　 曾应邀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南京大学等学校讲学，指导过美国、日本民俗艺术留学生，接待了
许多来自日本、法国、美国及中国台湾学者的来访，主持过《南京首届中国民俗艺术节》的学术研讨
会、应邀为辽宁省第四届皮影戏汇演当评委。

　　 曾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人与自然》、《神州戏坛》、《夕阳红》四个栏目中，五次以专
家身份讲话，并为其中一部50分钟的专题片担任撰稿人。
另有中国新闻社、河北电视、《河北日报》、《中国文化画报》、《了望》杂志海外版、《党史博采
》等二十多家新闻单位和报刊曾进行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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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缤纷灵动的光影中探索（代序）绪论 概说皮影戏　一、皮影戏的定义　二、皮影戏的文化形态　三
、皮影戏的分布　四、中外影戏的关系第一章 影戏的起源　一、影戏与古代幻影术　二、影戏起源诸
家说　　（一）民间流传影戏始于西汉之说　　（二）影戏于北魏时期发祥山西孝义之说　　（三）
影戏始于唐代西安之说　　（四）影戏由外国传人之说　　（五）汉、唐无影戏之说　三、影戏形成
的因素　　（一）影子嬉戏是影戏的本源　　（二）影戏造型源于剪纸　　（三）影戏卷本延续于；
变文俗讲　　（四）影戏表演得益于木偶戏第二章 宋代影戏的繁荣　一、北宋是中国影戏最早的兴盛
期　二、南宋影戏的发展　　三、宋代影响的种类和体制　　（一）宋代影戏的种类　　（二）宋代
影戏的体制第三章 金、元影戏寻踪　一、中原影戏的分野  二、元代影戏的传播  三、金、元影戏写真
图    （一）山西繁峙金代壁画《儿童弄影戏图》    （二）山西孝义金代影人头像壁画    （三）山西孝
义元代古墓影人壁画    （四）“傀儡戏纹镜”之木偶、影戏辨第四章 明代影戏的流传  一、南民北移
与影戏的交融  二、全国早期皮影风格的相对一致性  三、三大区域性流派的形成第五章 清代影戏的鼎
盛  一、清初影戏的流传  二、清代关于影戏的记载  三、各地民间的影戏    （一）清代冀东滦州影戏    
（二）清代冀中影戏    （三）清代北京影戏    （四）清代东北影戏    （五）清代山西影戏    （六）清代
陕西影戏    （七）清代陇东影戏    （八）清代青海影戏    （九）清代四川影戏    （十）清代广东潮州纸
影戏    （十一）清代台湾皮猴戏    四、清代禁影的问题    （一）“悬灯匪”与皮影戏⋯⋯第六章 近代
影戏的兴衰第七章 当代影戏的发展附录一 皮影的收藏与识别附录二 中国皮影戏源分支表附录三 中国
皮影戏大事年表附录四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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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影戏形成的因素（一）影子嬉戏是影戏的本源  从远古的先民对影子缺乏认识而产生畏惧、迷惑
，到日晷的出现，能够科学的认识影子与时间的关系而“日中而市”，人们逐渐开始转向到影子的嬉
戏了。
在历代民众中源源流传着以手影、身影变幻各种形象的影子游戏，人们用手指、手掌、手臂伸屈组合
映光照壁，作人物、飞禽、走兽等形状，且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这些手影之嬉自古以来就对于孩子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可以带给孩童们极大的欢乐。
在宋人洪迈《夷坚三志》中记有华亭普照寺惠明和尚为手影戏艺人占卜之事：“尝遇手影戏者，人请
之占颂，即把笔书云：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
宋代的手影戏艺人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表演艺人，而是属于“戏弄”性质的杂耍艺人，“手影戏
”正是“手影游戏”与“影戏”之间的过度形式。
在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二中记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或戏于小楼，以人为大影戏，儿童
喧乎，终夕不绝。
”从中可知宋代以真人为影的“大影戏”也和普通的剪纸雕皮之影戏同样活跃，因此也就可以断言：
民间弄影之嬉与影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联系。
与古人学画墨竹是在纸窗上描竹影开始的道理一样，影戏的起源根本是由于影子的游戏而衍生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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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曾经有许多朋友问我，搞国画的怎么又研究起皮影来了？
其不知我幼时画画就是从画影人开始的。
在我的家乡河北昌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里是唐山专署的所在地，曾经有众多著名的影戏艺人非常集
中的在那里演出。
那么自己从小看影戏、画影人，又与左邻右合众多的皮影老艺人来往甚密，逐渐形成了浓郁的家乡文
化情结。
多年以来，本来是想从民间文化中吸母体艺术的滋养用于自己的国画专业，才用了许多寒暑假的时间
去考察各地的影戏。
但没有想到自己越陷越深，也逐渐体味到了“骑虎难下”的滋味。
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现象一样，民间的皮影戏今天也同样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由于亲眼看到许多熟悉的皮影戏老艺人一一过世，看到许多老影戏箱大量残损流失，看到皮影技艺濒
于失传的现状，心里有了一种紧迫感，故二十多年来，先后走了大江南北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许多
农村，访问了众多的皮影艺人，挖掘整理了大量的皮影戏资料。
最近还常有外国朋友来约我一起去看影戏，他们总是希望了解皮影戏现在是什么状况，什么人在演、
什么人在看、看皮影戏人的心态、皮影戏的传承、艺人本身的生活、政府怎样看待皮影、各地皮影有
什么样的不同、影人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哪里能够看到皮影戏、有哪些可联系的艺人、皮影戏会走向
何方等等。
这些民间艺术为什么能激起西方人的兴趣？
为什么我们自己认为很“土”的玩意，对外国人却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它会带去怎样的影响？
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次翻阅民俗学专家钟敬文先生的文集，看到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皮影戏史仍然是个空白，希
望有人来写。
当时自己在《艺术学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影戏探源》一文，南京东南大学的张道一教授曾经鼓励我
，说这是有点分量的文章。
从此更加关注有关中国影戏历史的问题了，同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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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皮影艺术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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