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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马王皮影创始于
300 年前的清雍正年间。马
王乡观音山村的何应贵在继
承了川陕皮影戏的基础上，
又在材料选择、皮张厚薄、雕
刻制作、屏幕(俗称亮纸)透
明度及皮影人物造型上，都
进行了不少改良，传承发展
出独具特色的“川北何”皮
影。

近年来，马王皮影与地
方上加强合作，不仅增加了
马王皮影的传承人数，同时
在剧目上也更丰富，更贴近
现实，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与
受众的需求，为皮影带来更
多活力。从家族传承到面向
社会的开放性传承，南部皮
影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上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川北何”光耀皮影家族
皮影，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汉书·外

戚传》载，汉武帝思念死去的爱妃李夫人，不思
饮食。方士李少翁便设帷帐，用灯光将雕刻的
李妃造型照在帷帐上，其形象栩栩如生。汉武
帝见状，喜出望外，天天缠着李少翁表演，以寄
托自己的思念。渐渐地，这门在宫廷里诞生的
技艺，传到了民间。苦于没有娱乐活动的人们，
似乎是发现了新大陆，从此皮影戏便活跃在神
州大地，成为人们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

300 年前的清雍正年间，南部马王乡观音
山村的何应贵见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而外地的
皮影剧团一年半载也难得来演出一场，便萌生
了创办一家皮影社的想法。那时，川北地区已
有自己的皮影艺术，但皮影的造型制作比较粗
糙，每个造型身高达 2尺多，十分笨重，不便表
演操作。何应贵听说陕西渭南的皮影身高只有
8寸，轻巧玲珑，容易操作表演，而且皮影雕刻
工艺精致，表演艺术精湛。于是，何应贵带着干
粮，踏上了拜师学艺的漫漫征程。

然而，陕西渭南的皮影艺人并没有向远道
而来的何应贵敞开艺术的大门。拜师不成，何
应贵就悄悄跟着一个皮影班子，装成普通观
众，观看他们的演出。生性聪明的何应贵，在反
反复复观看了几场陕西渭南皮影艺人的演出
后，悟出了许多门道。然后，他购买了一些制作
皮影的材料，返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没过多
久，何应贵领衔创办的“兴隆皮影班”就在马王
乡诞生了。

马王皮影初创时，虽然借鉴了陕西渭南皮
影的优点，但并没有完全走出川北土皮影的藩
篱，尤其是在人物造型、景物布局方面比较粗
糙，幕后操作常常需要2个以上的拦门师(俗称
走影子的人)配合才能完成，鼓师、乐师等需要
4人，如要聘请专职演唱人员的话，整个剧团就
需要 10多人。规模不可谓不大，但这样下来演
出的成本就相当高了。

为了降低演出成本，减轻雇主的负担，何
应贵决定，脱胎换骨，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从皮
影制作开始，在材料选择、皮张厚薄、雕刻制
作、屏幕(俗称亮纸)透明度等方面进行改良，在
皮影人物造型上吸取脸谱、剪纸艺术和渭南灯
影的优点。改良后的马王皮影亮相后，让观众
耳目一新，赢得一致好评，前来请他们上门演
出的雇主络绎不绝。很快，马王皮影的足迹不
仅踏遍了附近的山村，还慢慢走出南部，活跃
在整个川北地区。马王皮影在江湖上有了一个
金字招牌：“川北何”。自此，从何应贵到何福
林，再到何南山，马王皮影在川北扎下了根，成
为皮影大家庭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传承：在困境中坚持创新
生于1946年的何正同，11岁时便开始随同

父亲何南山的“皮影箱子”学艺。1961年何正同
初中毕业后，正式跟着父亲何南山学唱皮影
戏，皮影成为他谋生的手段，后来他参军入伍，
才中断了皮影表演。1981年，何南山去世后，何
正同正式接过马王皮影班主的担子，成为它的
第七代传人。

接过马王皮影传人重任的何正同，心里却
丝毫也高兴不起来，忧愁与烦恼困扰着他。先
是那场“破旧立新”的风暴，让祖传下来的皮影
剧目被打成“封资修”，除了禁止演出，他家祖
传下来的皮影道具也被没收销毁，无法演出
了。川北地区许多曾经风风火火的皮影班子，
一下子凋零了，烟消云散。马王皮影也走到了
十字路口：是继续传承下去，还是封箱息鼓？何

正同陷入了迷惘之中。然而，父亲临终时的话
总会在他的耳边响起：儿呀，再难，也要想法把
何家祖传的皮影传下去哟！

何正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马王皮
影毁在自己手中。经过一番打听，何正同发现
邻近的一家皮影班子，准备出售皮影道具。他
赶紧带着现金，来到几十里外购买回皮影头像
378个，兵卒5堂，影身60件，刀枪剑戟20件，以
及其他演出道具。有了这些道具以后，何正同
把自己的侄儿何天奎叫来，叔侄俩开始偷偷练
习荒芜多年的皮影技艺。待形势有了一些转
变，何正同开始带着自己的皮影社在偏僻的乡
村悄悄演出，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何正同决定
甩开膀子干起来，将马王皮影发扬光大，然而电
影电视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向偏僻的农
村，占领了文化娱乐阵地。面对新的挑战，与他
的祖先不同的是，何正同在学校接受过正规教
育，他的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勇气在奔涌，在澎
湃。面对电影电视对传统艺术的挑战，何正同开
始大刀阔斧地对祖传皮影进行了一番彻彻底底
的改革，想方设法挽留观众，留住皮影。

首先是表演上的创新。过去的皮影表演，
人们有个形象的叫法：“一窝蜂”。就是说，皮影
演出时，拦门、走影要二到三人，音乐（锣、钵、
鼓、胡琴、唢呐）要三四人，总共要七八人才能
演出。何正同在这方面也同样继承了父亲的经
验，精减表演人员，几年的努力探索下来，他在
皮影演出时只用1人拦门（表演），锣、钵、鼓、胡
琴、唢呐等全堂乐器也由一个人演奏，演出阵
容由过去的七八人一下子变为只需二到三人，
形成了“单人拦门演唱，单人演奏乐曲”的格
局，塑造了自己的特色。所谓“一口说唱千古
事，两手摆弄百万兵”便是如此。这种改革既适
应了皮影艺人匮乏的实际情况，也起到了降低
演出成本的作用，有效地保证了皮影的传承。
同时，何正同还对演出道具进行了革命性的改
造：他将皮影人物的提弓全固定在背部，使人
物躯干和头部都可以分离，使角色以错位的方
式来增加表演的灵活性、观赏性。他在置景方
面也进行了变化，改变了过去那种固定不变的
场景，增加了变换，在视觉上更具冲击力和观
赏性。

其次是剧目上的创新。过去，马王皮影主
要演出鬼怪、神话一类的故事题材，这样的题
材不仅远离时代，也缺乏现实教育意义。何正
同博采众长，将川剧等其他剧目中那些适合皮
影演出的题材改编过来，他先后将《穆桂英挂
帅》《十五贯》《武松打虎》《铡美案》《逼上梁山》

《八件衣》《谭记儿》等 30多个川剧剧目移植到
皮影戏中，使马王皮影演出的剧目一下子增加
到 200多个。同时，何正同还自己动手，根据生
活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创作出新的剧目。如他
创作的《春林借妻》一剧：忠厚老实的书生李春
林，在妻子死后，为了安慰自己的岳父，便请求
表嫂张桂英冒充自己的妻子回娘家。不想，他
的这个荒唐举措，竟然让孀居的表嫂爱上了自
己。何正同在演出中充分利用皮影的“点、摇、
抖、揉、摆、俯、仰、躬、坐、站、走、踢、翘”等表演
技巧，把一人有心，一人无意，一个亲热无比，
一个惶恐不安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这
出剧目由于贴近生活，受到群众的喜爱，成为
何正同每次必演的保留节目；此剧后来还被收
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川北皮影》一书。

再就是传承上的创新。过去，马王皮影都
奉行“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幼”
的门规。社会和形势的发展让何正同深深感觉
到，如果恪守这样的规矩，马王皮影很难永远
传承下去。他打破陋习，不但教自己的儿子、侄
子学习皮影表演，还鼓励自己的儿媳妇也学习
皮影，让皮影首先在自己家族中得到“普及”。

何正同儿媳掌握了皮影表演艺术，受邀与丈夫
何华平一道，先后在重庆磁器口、武隆县仙女
山风景区表演，成为马王皮影创建三百年来的
首个女性表演者。此后，何正同又在县文化馆
的支持下，与学校联合开办皮影培训班，让更
多的人了解皮影艺术，学习皮影艺术。几年来，
先后在马王小学等多所学校培养了皮影爱好
者数百名，这些后来者成为古老皮影艺术的知
音和传播者。

改革与创新让马王皮影走出了困境，焕发
了新的异彩，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好评。1989年4
月，何正同应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邀请，为英国、
丹麦、俄罗斯、法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演出皮
影戏，他一人操纵几十个皮影，又演又唱，表演
的人物生动细腻、刚柔相济、栩栩如生，连皮影
中人物喘息的声音语态都逼真动人，技艺十分
精湛。为他伴奏的乐师是他的侄子何天奎，他
一人同时操作小鼓、堂鼓、锣、钵、镲等打击乐
器，还要拉胡琴、吹唢呐，可算是世界上人数最
少的伴奏乐队，令外宾们赞叹不已。

何正同皮影班还参加了成都国际熊猫电
视艺术节、中国首届长江民间工艺艺术节（重
庆）的演出，受到中外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德国
汉学家奈·西蒙博士高度评价说：“南充的皮影
戏和唐山丰润县农民皮影戏是中国最好的皮
影戏。”1995年 6月，德国汉堡皮影剧团团长托
梅·露易斯女士不远万里，慕名专程来南部观
看何家皮影戏，看后她激动地说：“我回国后可
以向人们宣告，皮影在中国确实还存在，并且
南部县马王皮影的表演技艺最精湛。”

2008年春节，62岁的何正同让重病折磨得
寝食难安，但一个从县文化馆打来的电话让他
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他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
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何家老祖宗辛辛苦苦创办
的马王皮影，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了！“这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你们，千万要把
这祖传的技艺传下去哟！”这番叮嘱过后的当
年 8月，为马王皮影的重新崛起付出毕生心血
的何正同溘然长逝。

发展：从家族到社会
何正同后的马王皮影还能够再续辉煌吗？

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县文化馆有关人

员开始与马王皮影第八代传人、何正同的儿子
何华平联系，希望马王皮影能继续发展下去，
同时希望皮影传承上能从单一的家传艺术，转
化为家族传承与社会传承相结合的复合模式，
从而将这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推向
新高，长足发展。

何华平也意识到仅限于家族传承，在现在
这个日益变化的时代，传统的皮影艺术其实是
很难得到发展的，应该有所变化。于是，一种新
的传承方式出现了：县文化馆专业干部何中平
与何华平、何天奎一道，担负起传承马王皮影
的重任。同时，在马王皮影何家班子的基础上，
县文化馆也创办了一家皮影剧团，两者结合，
共同担负起对传统皮影的继承弘扬。这样，以
何华平为传承人的马王皮影长期驻扎在重庆
等地的风景区，为观众演出的同时也能在经济
上有一定的收获；文化馆筹组的马王皮影剧团
则经常参加县上的大型活动，为推介宣传南部
县贡献力量。二者的结合，让马王皮影的根扎
得更深，枝叶更加茂盛。

新的传承模式，不仅增加了马王皮影的传
承人数，让这门古老的艺术有更多的人知晓；
同时，也让马王皮影的剧目更丰富，更贴近现
实，适应变化的形势与受众的需求，为皮影带
来更多活力与新鲜内容。

这些年来，在保留马王皮影原有剧目的基
础上，为了满足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知识需
求，以及弘扬本土文化的需要，县文化馆又组
织人员创作了新的剧目。其中，最有特色的，当
数《陈母教子》与《卖油翁》这两出剧目。

北宋时期，南部县出现了“一门两状元三
进士”的家族，尤其是陈尧咨的故事家喻户晓。
县文化馆根据历史真实故事，创作了记述陈尧
咨射箭和卖油翁酌油故事的皮影戏《卖油翁》，
剧目受到观众的欢迎。接着，他们又创作出《陈
母教子》的皮影戏：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皮影
讲述了北宋年间，高中状元的陈尧咨在路过绵
州时接受贿赂，回家后被母亲冯氏严厉杖责的
故事。这出戏的现实教育意义，让它成为四川
省第三届曲艺杂技木偶皮影比赛中，唯一入选
的皮影戏剧目，得到专家与观众的好评。从家
族传承到社会传承，南部皮影走出了一条非遗
传承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弘扬发展了优秀的
传统文化。

（本版图片由南充市南部县文化馆提供）

南部马王皮影：风雨三百年 川北放异彩
□ 贾登荣

马王皮影第七代传人何正同（左）生前传艺情景

马王皮影吸引了“老外”的加入

川北皮影杂合了北方皮影和成都皮影的特点，传统厚重而不失精巧 正在表演皮影戏的何正同

参观者情不自禁的参加皮影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