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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皮影是中国工艺美术与戏曲巧妙结合的独特的艺术品种。“表演影戏有名的地

方，为河北滦县一带。”本文主要从唐山皮影的造型艺术进行研究，揭示了唐山皮影独特的

艺术魅力。提出把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传统艺术融为现代设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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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影"是皮影戏的简称,是指艺人操纵用畜皮、硬纸等不同材质制作的影人、景片等,

利用光源将其形象投影到影窗(或称亮子、银幕、屏幕、唱戏的窗子)上进行说唱,并配以音

乐伴奏,进而表演故事的一种艺术形式。皮影戏融合了绘画、雕塑、音乐、歌唱、演技和文

学等艺术。关于皮影艺术的正式文字记载是在北宋年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就有"每一

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可见当时人们对

影戏的痴迷。皮影艺术在华夏沃土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形成了不同地

域、不同特色的几十个品类。著名戏剧史家周贻白先生，在其《中国戏剧史长编》一书中称

唐山皮影“因熟在人口的关系，几乎成为一般影戏的代称”。足见它在中国皮影戏中的影响

和地位。  

  一、唐山皮影的历史与现状  

  1、皮影的历史  

  2001 年 8月《河北省志》79 卷“文化志”载：“1958 年，唐山专属文教局发现明万历

已卯年（1579 年）抄连台本乐亭影卷《薄命图》，《炎天雪》。卷中各行当齐全，已出现

‘三赶七’的结构变化。”可见乐亭皮影在元代至迟到明初已经由汴梁的“弄影戏”成型为

和现代皮影极为接近的戏曲艺术形式。  

  唐山皮影历史悠久，且在民间广为传播，在历史上形成了众多的皮影班社，尤其在乐亭

县，皮影班社更是繁多如林。据《永平府志》记载，乐亭影自金元发祥，历经清乾隆、嘉庆、

道光三代，久盛不衰，全县共有 80多班社，为推动皮影的发展功不可没。  

  清末民初是唐山皮影的鼎盛时期，豪门富户和平民百姓纷纷成立影社。抗日战争时期，

冀东解放区成立“新长城影社”演出大量的现代戏。新中国成立后，唐山皮影从剧目题材、

体裁到音乐唱腔、影人的造型和用料，影窗影人的放大，乃至随着科技的发展，照明、音响、

布景等等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有了全面综合改革的条件通过不断更新使唐山皮影有了长足

的发展。随着国际间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唐山皮影开始走向海外。  

  2、皮影的现状 

如今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全国各种皮影都在“告急”，有的已经名存实亡，成了博物馆

艺术，而唐山皮影还充满生机。唐山皮影一直在力求创新，以产业发展保护传承皮影，以演

出促进带动皮影产业发展。特别抓住国外的演出市场，目前皮影艺术普遍处于萧条状态，而

唐山皮影剧团年演出量 400场，有力的带动了皮影工艺品销售，年销售约 1000万元。很多

古老的艺术的尴尬在于人才的继承上出现断层，但唐山皮影则是开设戏校由专家培训皮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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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皮影造型特征研究  

  1、皮影的制作  

    皮影戏的演出，主要之点是弄影者操作皮影，在灯光的照射下，将手持的皮影人投影在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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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上，造成惟妙惟肖的动作画面。如果影子是漆黑一块的，动作是死板的，效果就不会好;

由于是影子在表演，不是傀儡、木偶，不可能是立体的，于是把皮影雕刻成镂空的，是非常

必要的，那样既可以透过光线，产生美的效果，又可反映服装、盔甲、旗帜等物的花纹，表

现人物的眉毛、眼睛，从而体现人物的性格。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易雕刻制作的原料。  

    开始的时候，先试用纸来做，但纸的强度太差，透明度也不好，又不容易保存。后来，有

的地方就地取材，用牛皮或羊皮。唐山皮影最后选择了透明度好，着色力强的驴皮，将驴皮

内层揭开，压得很薄，就有较好的透明度，而且十分柔韧，有足够的强度，还不怕雨淋水浸，

易于保存。所以，又叫“驴皮影”，这是唐山皮影制作区别与其他地区皮影的重要之处。  

  皮影的制作主要是将人物身体分解成头部、躯干、四肢、手足，每部分之间再用线连接，

使各部分都可以活动。一般，要将人形分解成 11个部分。早期的皮影制作者是很了解人体

解剖学的，对人的动作原理也进行了很细致的观察研究，这样制作出来的皮影，在演出的时

候，可以动作自如，栩栩如生。  

  从皮影人物造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的头盔、衣饰、恺甲，以及背后插的旗子，

都用手彩绘，与工笔画类似。如果不谈舞台演出，仅看不同的皮影人物制作造型，每一个皮

影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2、皮影的造型特点  

  唐山皮影造型雕刻艺术基本上继承了宋代以来“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雕以丑形”的风

格。唐山皮影属于民间戏曲傀儡戏的一种，影人造型近于民间剪纸。  

  唐山皮影雕镂精细，玲珑剔透，色彩艳丽，极富表现力。正所谓“:方寸驴皮，尽显神奇”。

其造型取侧面俗称“五分像”，但不是自然的侧面，而是依照不同人物、不同构件采取不同视

角，或夸大其比例，或改变其方位而形成多角度、多侧面的主体形象。其总体特点是环眉凤

眼、闭口红唇，"6 字”形通天鼻，人物身条浑厚，手指若伸若握，整体造型都体现了头大身

小、身段上窄下宽、手臂过膝的特点，形态抽象简洁又不失典雅。  

  通过不同的刀法，雕刻出极富魅力的线条、花纹，在走刀时讲究圆如规，方如矩,方圆

相衬，虚实有致，不过刀，不走线，运刀之神，技艺之妙，雕刻之细总是让观者赞叹不已。  

  唐山皮影的艺术表现力，往往体现在影人头茬和戳子的雕镂细节中，美不胜收。 

（1）头茬的造型艺术  

  唐山皮影人的头茬，行当齐全，有“生”、“小”、“髯”、“大”、和“花生”等。各行脸谱造

型丰富，各有千秋，以人物面部最为精美细致和考究。人物面部造型的颜色基本分为黑、红、

绿、白四种，根据颜色属性和人物个性，一般用红色表示忠诚和忠义；绿色表示勇猛奸邪，

草莽和灵怪人物也用绿色表示；黑色表示刚毅、憨直或残暴性格；白色表示俊美秀气，也表

示奸猾阴险的特性。人物角色不同而有各种脸谱是用程式化的脸谱来表现人物的刚柔美丑与

善恶忠奸。例如对于文雅秀丽的生、旦等正面人物角色，一般都雕成阳刻镂空脸型，弯形环

勾眉眼，通天鼻梁，显得俊朗、白净，这种脱化菩萨神像面形的通天直鼻梁，弯月形环状细

眉的造型，几乎成为北方影人形象的典型代表特征。以这种造型刻出的影人，即使在世界皮

影雕刻艺术中也堪称精品. 反面人物则突出阴险狡诈的嘴脸.将眉目夸大，一副老奸巨猾的坏

样儿.对花脸、丑脸角色，则多采用阴刻实脸脸型，以利于勾勒面部各种形态和色彩。有时

也采用实空结合的脸型，这样可以使面部造型在影窗上显出更大的色彩反差，从而得到更为

突出的艺术效果。丑角在眼睛上加画一个圆圈儿，表示诙谐轻桃，也有设计成七分脸的，这

样可露出双眼，加大刻画面孔的余地，扩大脸部的表现范围。例如设计独眼瞎丑角时，若用

五分脸造型，根本无法表现一只眼瞎，而采用七分脸造型，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

骄悍和老年的角色，也是多采用阴刻实脸，但也可以用阳刻空脸型，不过要在空脸上增加几

条能表现出年老或骄悍的面纹才行。对于发型、头饰、巾帽和服装，都是按人物不同行当、

年龄、身份等来设计的，均有固定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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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戳子的造型艺术  

  皮影人物的服装、身子，多为七分相造型。除少数特定人物专用外，大多数是可以通用

的。只要在身子上换一个相应身份的头茬，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物。区分男女的重要标志是

看脚下，男的根据身份的不同足下穿朝靴、战靴、平地靴。女的足下多为瘦小的弓靴，也叫

寸子。影人的戳子由上节，中节，双腿，左右上臂，左右前臂和双手十个部分连接而成。做

好了的影人在两手及脖子处安上三根操纵杆，不仅灵活自如，而且一举一动都和生活中的人

物相合。  

  （3）砌末的造型艺术  

  皮影雕刻除影人之外，还有许多雕刻精美的景片，道具等，在皮影戏中称为“砌末”，也

叫“场”。皮影戏中的场景分室内和室外两种，它是雕刻艺人精心构思雕镂而成的三围空间立

体效果的宏伟场景。  

  三、唐山皮影艺术的振兴与发展  

  唐山皮影戏剧本，初叫“影经”,后改为“影卷”。唐山皮影影卷传统剧目繁多，在挖掘传统

剧目时，唐山皮影剧团搜集大部头的连台本一百三十部，单折子戏究竟有多少至今也摸不清。

老艺人有这么一句话叫：“打一辈子鱼报不上来鱼名，唱一辈子影说不清影卷名”。可见皮影

剧目之多。目前可见最早的影卷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手抄本《薄命图》，故事完整，行当齐全。

现存的大多数影卷为明末至清末之间所遗，其中影响较大的部影卷即:《二度梅》、《青云剑》、

《五峰会》、《珠宝钗》、《三贤传》等。  

  新中国成立后，唐山皮影从剧目题材、体裁到音乐唱腔、影人的造型和用料，影窗影人

的放大，（在唐山皮影的发展过程中，影人尺寸历经几次变化。最早的影戏称为“大影”，影

人高大，制作粗糙，演出时唱腔单调。后为演出方便，影人尺码改小，整个影人从头到脚不

超过 1 尺，如 5 寸人、7 寸人。到后期又变大，发展到 1 尺半、2 尺、2 尺半，直至今天已

高达 3 尺有余。）乃至随着科技的发展，照明、音响、布景等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有了全面

综合改革的条件通过不断更新使唐山皮影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唐山皮影走出国

门，先后在法国（皮影表演艺术家齐永衡还多次应邀赴法国讲学）、美国、摩纳哥、德国、

日本、荷兰、意大利、希腊、台湾等地巡演， 积累了一批新型剧目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鹤与龟》、《熊猫咪咪》等深受国际友人的欢迎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诸如“魔术般的艺术”“ 好

极了，完美无缺”，“代表了世界皮影的最高水平”，甚至高呼“中国皮影万岁”。其中《大闹

天宫》在 2003年全国木偶皮影汇演中，荣获唯一皮影“金狮奖”金奖，再一次显示了它在当

今中国皮影界的地位。  

  1993年唐山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醉人的老吠儿影》，使中国皮影第一次走进中央电视

台播出，从不同角度全面介绍和评介了唐山皮影。2002 年“唐山皮影绝活八讲”在中央电视

台连续播出。  

  2004 年中国第一部皮影电影《小康路上》开拍，选择了唐山市皮影剧团担此重任。此

片在釜山国际电影节获得好评。 

 综观唐山皮影在 20世纪留下的一串串与时俱进的脚印，它得利于 1919年从农村走进了唐

山以开采矿工为主体的观众群，现代工业文明时刻在影响着它的发展;得利于经过抗日风火

洗礼的“新长城影社”为班底而改建的唐山市皮影剧团，始终继承和发扬着革新精神,发挥着

唐山皮影求新求变的领头羊的作用。它犹如一棵母树，孕育了新剧种唐剧的诞生和成长，孕

育了新型舞蹈“俏夕阳”，孕育了摄影艺术组照“影艺奇葩唐山皮影”。  

  四、结语  

  艺术的宝藏在民间。民间艺术不只是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传统艺术不仅仅是一张标签，

我们关注民间艺术不仅仅是为了猎奇，民间艺术不但面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问题，还

面临着如何开发和利用、延续和演进的问题。如何将这一笔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结合现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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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理念，把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寻找具有现代意义的切入点，将传统艺

术融为现代设计语言，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使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付之实践的一个

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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