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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皮影戲第五代傳承人李娟：

出身 於 皮 影 世
家，李娟從小

在爺爺李興時的培養下練就
了扎實的基本功。李興時是山東

濟南皮影戲第三代傳人，對李娟有
着極為嚴格的要求，每天都會給她布

置很多任務，比如每天都要畫一幅畫、練
習剪紙。後來李娟又開始畫九宮格、畫皮

影，練習說評書、山東快書和相聲。「兒時也
曾抱怨沒空玩耍，長大後才明白爺爺的一片苦
心。」李娟坦言，這些繁雜的訓練均為其日後的
皮影創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皮影二両沉 練時五斤重
她印象最深的是練習孫悟空翻跟頭，那時年紀

小，手也拿不住。剛開始離開牆練，後來又頂着
牆練，練了很長時間才學會。「用我爺爺的話
說，皮影二両沉，練起來有五斤重，東西雖然在
手上，全身都在用力。」
和其他地方皮影戲有所不同，濟南皮影戲的特

色是「二人忙」，主演雙手操縱皮影又說又唱，
另一人負責傳統樂器伴奏，二人可抵別家整個戲
班子。這也需要表演者「文武」兼備，精通皮影
的全部技能。
「爺爺當時教我時就三個字兒：『看好了』，這
也是為什麼很多非遺到現在都需要言傳身教，真的
是耳濡目染，需要你在點點滴滴中體會。」李娟和
爺爺學藝時，總是認真觀察他的眼神、一招一式。
爺爺常說，雖然屏幕隔着白布，觀眾看不見你的
臉，但演員臉上要有春夏秋冬，要讓觀眾感受到你
的情緒。

擔傳承重任 爺爺淚盈眶
儘管從小學習皮影，李娟其實並未想過專門從

事這一行業。她大學學的兒童英語教育，一直夢
想創辦一家兒童英語教育機構。直到2011年底，
一次突發事件改變了李娟的人生軌跡。爺爺李興
時在印劇本時不慎摔斷腿，需要休息半年時間。
李娟臨危受命，頂着巨大的壓力代替爺爺到電視
台演出。
那一刻，她終於意識到身上的責任和使命。那

段時間，向來活潑的她一下子沉靜下來，除了照
顧爺爺，其餘時間全都在研究即將演出的劇目，
潛心揣摩爺爺演出時的動作表情。當節目終於如
期播出時，李興時激動得熱淚盈眶：「李家皮影
有後了！」

從此以後，傳承皮影戲的重擔正式落到李娟
的肩上。「爺爺讓我承諾，以後就是吃饅頭吃
鹹菜，只要餓不死，就要堅持走下去。」
李娟說，「以前是背靠大樹好乘涼，天
天樂樂呵呵地跟在爺爺後面打下
手。從那時起，我才意識到自己
應該長大了，開始思考和規劃
以後的人生之路。」

李娟接過家族傳承
後，首先面臨的是生
存問題。大學剛

畢業的她沒有其他收入來源，演出機會也不多。她
和搭檔樊瑩竭力認真對待每一場表演，憑藉着一股
韌勁一點點打出名聲。

「能留住觀眾的就是好戲」
2013年12月，濟寧市藝術團邀請李娟合作一齣

大型舞台劇《我家就在岸上住》。13天的時間需
要製作出8個挑山工和一個一米多高的大皮影楊
繼業。按照以往流程，從設計圖稿到雕刻、上
色、熨平、安裝等，至少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完
成。李娟和搭檔兩個人硬是排除重重困難，完成
了這一「不可能完成」的項目。
「給皮影楊繼業上色時，我從下午5點一直畫
到第二天早晨8點，這也是濟南皮影第一個超過
一米的大皮影。」完成後李娟發現自己已經站不
起來，因久坐腳腫得連鞋子都脫不下來。但功夫
不負有心人，此劇目演出時不僅廣受好評，還獲
得泰山文藝獎二等獎。
「爺爺常說，演皮影得叫觀眾『給耳朵』，讓
觀眾願意聽，能留住觀眾的就是好戲。所以要不
斷的去改進提升。」李娟有感而發，「有些人天
生就是帶着使命來的，這可能是一份融在血液裏
的執着。」

新人出新作 皮影也科技
從業十餘年，李娟不斷探索皮影藝術的傳承與創
新。濟南皮影從最初的一兩個人變成了一支以「80
後」、「90後」為主的「皮影女團」；從神話劇、
古典劇內容為主增加了健康「影」造生活、防詐
騙、抗疫等題材的新作品；從傳統皮影戲發展到繪
本皮影戲、童話皮影戲、多媒體光影皮影戲、漢字
皮影系列、皮影脫口秀等多種形式，讓皮影戲更加
「好看」。
李娟還開辦濟南皮影科學研究院、皮影小劇場

和研學基地，在濟南市多個小學開設皮影課堂，
把中國的孝文化、寓言故事等融入皮影中，並在
教學過程中，創造出了適合孩子們的卡通皮影。
她與山東省藝術研究院聯合推出全球首款AI人工
智能打造的數字皮影藏品，與清華大學合作錄製
的非遺課程《光影下的時間旅行者》走進北京多
所學校。她還與國家航天局合作，用皮影講述航
天故事，衍生出「航小夢」繪本、文創產品，深
受小朋友喜歡。
多年來，她先後開發出皮影耳環、皮影髮簪、

皮影書籤、便攜式皮影小舞台等200多種文創以
及皮影數字藏品，與騰訊、百度、支付寶、外研
社、肯德基等展開不同形式的合作，把濟南皮影
做得風生水起。

「皮影的未來一定是國際化」
「我們正在籌劃打造光影手造中心，讓更多的人
來體驗皮影，真正深入地感受到光影的魅力，把濟
南皮影藝術帶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
李娟曾多次出國演出，帶着濟南皮影走進亞

洲、歐美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她看來，濟南
皮影不是李家的，也不是山東的，而是中國優
秀的傳統文化，皮影的未來一定是國際化的。

隨着一聲鑼響，濟南皮影戲《西遊記》選段
正式開場。

「妖精，馬上釋放我師傅，不放師傅我讓你
死在今天！」

「哼哼，猴頭，今天我讓你刀下喪命！」
「呔，妖精，你給我現原形……」
方幕前，孫悟空和妖精輾轉騰挪，激戰正酣，令人目

不暇接；方幕後，一名青年女子手持幾十個皮影道具，
一人分飾多角，邊揮舞邊配音，表情隨念白不斷變幻，
忙而不亂全身靈動——這就是李娟，濟南皮影戲百年來
首位女掌門。

即使時代更迭 皮影熱忱未變
《西遊記》一直是濟南皮影戲的經典劇目。解放前，李

家的皮影戲院每天連續演出《西遊記》，在那個娛樂方式
稀少的年代成為很多人的兒時記憶和精神寄託。新中國成
立後，第二代傳人李福增、李福祥曾到北京懷仁堂為毛主
席、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演出《智激美猴王》。1982 年 5
月，山東電視台錄製第三代傳人李興時表演的皮影《西遊
記》十集，後被中央電視台和東南亞媒體轉播。至李娟，
不僅帶着《西遊記》選段走進北京、濟南的多個校園，還
把「大戰蠍子精」等劇目帶到國際舞台。她創作的皮影小
戲《孫悟空》更獲得2023年度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

「三尺生絹做戲台，全憑十指逞詼諧」。百年時光裏，
李家幾代人在不同的時空，演繹着不同版本的孫悟空，從
黑白到彩色，從街頭到劇場，從傳統到現代，即使歲月變
遷時代更迭，皮影藝人的熱忱未變，觀眾的如雷掌聲依
舊。光影之間，道盡世間百態千古傳說。

濟南皮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5年，李娟
的高祖父李克鰲從山東鄒縣老家挑着皮影箱子
來到濟南，至今已有108年。
李克鰲的師傅是皮影戲藝人張盛旺，自河

北灤縣一帶學藝後常年在鄒縣表演。李家當
時做饅頭生意，李克鰲晚上不忙時喜歡去看
皮影戲。一來二去就拜張盛旺為師，愛唱梆
子戲的他嗓子比師傅還好，業餘時候常隨師
傅演出。張盛旺是個還俗的和尚，孑然一身
的他晚年在李家病逝，臨終前把用以謀生的
皮影戲箱子鄭重交給李克鰲。

1915年，鄒縣受災，李克鰲舉家遷至濟
南。起初是走街串巷表演皮影謀生，至20
世紀30年代末，李克鰲在人民商場附近建
起自己的皮影戲院，起名為「增祥茶
園」，鼎盛一時。解放後，濟南成立向群
皮影社。1955年，濟南皮影第二代傳人李
福增、李福祥代表山東到北京參加全國木
偶、皮影匯演，獲得優秀演出獎，並到懷
仁堂為國家領導人演出。此後，第三代傳
人李興時和其叔父曾受邀為八一電影製片
廠拍攝表演抗美援朝內容的皮影片段，亦

為《小小飛虎隊》、《吳訓》、《闖關
東》等電視連續劇錄製皮影片段和說唱皮
影調。
改革開放以後， 濟南皮影戲在趵突泉、

人民公園等地連年演出，每年平均近百
場，觀眾總計60萬人次。2008年列入「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次年第三代傳承
人李興時被評為「國家級代表性傳承
人」。濟南皮影戲的發展歷程中，先後融
入山東梆子、琴書、大鼓等地方曲藝元
素，深受當地父老鄉親的喜愛。

「一口道盡千古事，雙手對

舞百萬兵」。「85後」李娟是

國家級非遺項目濟南皮影戲的

第五代傳承人，亦是該項目百

年來首位「女掌門」。新中國

成立初期，李娟的祖輩曾為毛

澤東主席表演過皮影戲《西遊

記》選段。至李娟，《西遊

記》仍是她的「拿手絕活」，

一段「大戰蠍子精」走進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百年時光

裏，李家幾代人在不同時空演

繹出不同版本的孫悟空，均惟

妙惟肖，光與影之間吸引無數

觀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不同時空
同演「悟空」

心手相傳成就百年皮影世家

特稿

▼李娟在濟南多所學校開設皮影
小課堂。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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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在表演皮影戲。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皮影文創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李娟給濟南皮影戲注入了很多現代元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國家級
非遺項目濟
南皮影戲第
五代傳承人
李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江宏 攝

◆李娟和爺爺李興時同台表演。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應該長大了
以後的人生之路

掃碼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