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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父相邀 重燃心中的皮影火苗

灯影幢幢、急管繁弦，在棍飞线绕的操纵

间， 富有江南特色的乐曲伴唱搭配着浓厚的

上海乡土气息念白， 一个个皮影人物在光影

间“活”了起来，世间百态在方寸之间蜿蜒流

转而出……这就是蕴含着丰富海派文化的康

健桂林皮影戏的独特魅力。

今年 78 岁的沈明泉是上海非遗皮影戏

代表性传承人、康健皮影工作室负责人。“皮

影戏大约在一百多年前从浙东传入上海，七

宝镇一位叫毛耕渔的艺人组建了上海第一个

皮影戏班，后来逐渐向徐汇发展，由于当时的

桂林村地区交通便捷、经济发达，慢慢地形成

了一定的规模。 ”沈明泉回忆说，他与桂林皮

影戏的缘起便是年少时， 每逢秋收时节在桂

林村的空地上用麦垛堆起的戏台。

“我从小就住在徐汇康健地区， 这里原

来叫上海县桂林村，小时候，皮影戏在我家

这一带很流行。 ”老上海有句俚语叫“锣鼓

响，脚底痒”，每当村里空地上那用麦垛堆起

的戏台上传来锣鼓声时，沈明泉便会撒开脚

丫子跑去观看。 台上小人在方寸间翻飞腾

挪，耳旁传来婉转铿锵的念白唱词，光影舞

动间，沈明泉看得入迷。

不过，长大后的沈明泉却没什么机会能

再近距离接触皮影了。入伍、复员、工作……

时间来到了 2006 年，那一年，沈明泉即将

退休。 有一天，姑父徐顺林找到他，开口道：

“你退休后是不是可以来好好学学皮影啦？

现在接班人少哇！”原来，徐顺林正是桂林皮

影戏的第四代传人、“桂林班”的老班主。 遗

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桂林班”中断了 20

余年，2002 年曾一度恢复， 自发进行演出，

后又因缺乏经费和固定的演出场地等原因，

团队一度面临解散困境。 其实，一心想重振

桂林皮影戏的徐顺林早就“看中”了沈明泉，

奈何后者尚在职，便硬生生等到沈明泉退休

才开口。

姑父的此番相邀算是让沈明泉心中那团

皮影的小火苗彻底复燃了。尽管年近花甲，还

要从头学习各种基本功， 但沈明泉还是欣然

答应了。 就这样，他从最基础的音律学起，再

学习文本、表演，从花甲到古稀，至今仍没有

停止脚步。

再建戏班 收获“八百天3”雅*

沈明泉说， 传统的皮影戏其实并没有严

格的脚本，每场戏大致情节相同，细节则自由

发挥， 比如打斗场面， 根据主唱的声音和动

作，需要伴奏时乐队伴奏，需要说白时说白，

这样的配合既考验默契， 又增加了演出的精

彩。 而上海皮影更是集绘画、雕刻、文学、音

乐、戏曲于一体，艺人用腔的变化、精彩的打

斗、铿锵的念白、动听的上海唱腔，伴以江南

丝竹，充满了海派韵味。

“我们上海本土的皮影从制作开始就和北

方皮影不一样。 ”沈明泉介绍说，上海皮影的影

人多用小羊皮制成， 以绘画为主， 颜色更为鲜

艳，而北方皮影多以牛皮、驴皮为材料，以雕刻

为主，粗犷豪迈，区别明显。“现在的影人材料也

进行了改良，使用透明塑料片，操作轻便、简单，

还能根据人物角色的需要， 挑选厚薄不同的塑

料片， 像比较沉的

皮影拿上去颇有分

量， 演出的时候也

比较动感。 ”

就在沈明泉

正式传习皮影戏

的同一年，在康健

街道的支持下，经

历百年跌宕的桂

林皮影戏队得以

重新组建，并纳入

康健艺术团建制。

在沈明泉看来，这

个团队的阵容可谓超级豪华———从主演鼓

板、笛子、二胡（锣）、三弦、琵琶、铛锣（镲）到

指挥，每一个角色几乎都有专职的团员。

康健街道一直坚持为皮影戏队提供排演

场地， 每周六下午进行传统皮影戏的连台本

戏演出，实行周周演，对社区居民开放，免费

请大家观赏。 为了给观众以更独特的艺术体

验和审美享受， 皮影戏老艺人们还在表演中

加入了飞天入地、隐身变形、腾云驾雾等特技

效果，使人耳目一新。

重振皮影 从幕后走到台前

康健社区的居民都知道，桂林皮影戏队有

一个雅号———“八百天团”，因为皮影戏团队的

老艺人年龄加起来超过了 800岁。名号虽然响

亮，但也透露出皮影戏队面临的隐忧———老艺

人凋零，后继者乏力。

“首先要用上海本地话来演绎， 普通话是

不行的，味道完全不一样，皮影拿在手里随口

讲讲，口语化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腔调、语势。 ”

沈明泉表示， 最难找的角色就是前场表演者。

说、唱都要会，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表现能力，

拿的是什么剧本，就是什么腔调，要快速地进

入角色。 合适的传承人迟迟没有着落，沈明泉

坐不住了，他决定从幕后走到台前、走下舞台

走上讲台，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加入。

在康健街道的支持下，康健社区（老年）

学校专门制定了文教结合方案《老少手拉手

走近皮影戏———康健社区皮影戏传承系列

活动》，牵头皮影戏队、上师大美院、康健外

国语实验中学、上师大一附小、康宁科技小

学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皮影人物的造型制作、

新戏剧本创作、皮影小戏排练，并将康健外

国语实验中学设为康健桂林皮影的传习基

地。 于是乎，在沈明泉的悉心指导下，孩子们

从皮影戏最基本的影人制作开始，学习不同

人物所有的脸谱样式、身段衣饰，先在纸上

细细描绘，再辗转至实际表演时所用的塑料

片。 2020 年夏天，“皮影讲党史”系列第一部

皮影新戏《永不消逝的电波》被康健外国语

实验中学皮影戏社团搬上了舞台，首演即获

成功， 成为了学校文艺表演的经典节目，甚

至后来还衍化出了英文版。

紧接着， 康健街道开始尝试在更多场景

下丰富和拓展“桂林班皮影艺术”。 2021 年，

桂林班皮影戏走进了市民艺术夜校的课堂。

让沈明泉没想到的是， 居然有那么多年轻人

喜欢这门古老的技艺， 甚至还有外区的学员

慕名前来报名。 沈明泉为艺术夜校设计了全

套的课件，既有道具课，又有排练课、表演课，

学员们的反馈都是“太过瘾了”。

沈明泉越发忙碌了。

“你这里要往上走， 手要扬上去，哎———对

喽！ ”“手不要抖，龙才能画得活灵活现！ ”2024

年 3月，继康健外国语中学皮影小传人传习班、

市民艺术夜校皮影班之后， 康健桂林皮影戏队

又面向老年群体开出了新的课程。 12期课程结

束，学员们都意犹未尽，强烈要求“续课”。于是，

每周四下午， 康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四楼康乐

非遗工坊里，都会传来沈明泉中气十足的声音。

沈明泉说， 皮影不能停留在原来的传统制作方

法上，要创新，将动漫和皮影相结合，以后要在

这方面多动动脑筋，让广大群众喜欢，小朋友喜

欢，大人也喜欢。

课程结束后， 学员们纷纷向沈明泉表达

敬意：“从零基础到可以表演， 需要花很多心

思，真心不容易。 ”“这都是真功夫！ 我们能得

到非遗传承人的教学，都是幸运者。 ”“非常敬

佩老艺人，为了自己热爱的艺术，八九十岁还

在不断传承非遗艺术。 ”

皮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讲述着古往今

来，寄托着爱恨生死，念唱着悲欢离合。 像沈

明泉这样的老艺人们不仅站在三尺戏台后舞

动着百万雄兵，唱遍历史的潮起潮落，更是走

下舞台、走上讲台，让更多人了解皮影、喜爱

皮影。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执着，皮影这一

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才能穿越历史的烟尘依

旧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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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生绢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一口说尽千

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二十八个字，道尽了皮

影的前世今生。 在徐汇区康健街道有一支桂林皮影

戏班，传承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目前上海现存的唯

一一支唱、念、白、做技艺俱全的本土民间皮影社团。

2013 年，桂林班皮影戏被列入第四批上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然而，辉煌的金字招牌背

后是后继乏人的无奈。 如何让这跃动百年的灯影生

生不息、 流传永

续，成了许多人共

同的愿望。 （本版

图片除署名外均

由康健街道提供）

◆记者 颜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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