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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唐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胡振华 (河北省唐山市群众艺术馆063000)

李佳潞 (唐山博物馆063000)

唐山，位于河北省东部，渤海之滨，处于华北和东北地区

的交通要地，民间艺术项目繁多，拥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中以“冀东三支花”为代表的唐山皮影、评剧、乐亭大

鼓、乐亭地秧歌、唐山花吹、玉田泥塑等最具特色。

一、唐山皮影

唐山皮影又称滦州影、乐亭影、驴皮影，是中国皮影戏中

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通常认为：滦州影戏初创于明代末期，盛

行于清末民国初年，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据传皮影戏深得

满人喜爱，清初满清人入关，皮影戏兴盛起来。但清中期，由于

白莲教起义，清庭从嘉庆四年至光绪年问，曾多次下令颁布禁演

皮影的诏书，唐山皮影也因此一度受到影响。正是因为清庭禁止

官府私养戏班，促使大批皮影艺人转入民间，因为皮影戏演出花

费很少，场地要求不高，又是家乡口音，成了乡民极受欢迎、喜

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在剧本、音乐、雕刻、操纵等方面都有很大

发展。清末，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唐山凭借开滦煤矿、启新洋

灰有限公司等现代工业的兴起，经济迅速发展，各县影班纷纷进

入唐山，并形成东路和西路两个流派。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为

组织宣传抗日，于1943年、1944年分别成立了“新长城影社”和

“抗日影社”，并积极创作演出了许多抗战题材的剧目，向百姓

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解放后，政府对皮影戏的发展非常重视。

1959年，滦东大众影社于唐山田光影社合并，成立了唐山皮影剧

团。直到今天，唐山皮影剧团一直是政府扶持的唐山皮影创作与

演出的龙头。

唐山皮影在我国皮影戏艺术中独树一帜是和它本身所独有的

完整体系密不可分的。首先，从用料上看，唐山皮影采用驴皮雕

刻而成，相对于牛皮、羊皮来言，它的透明度和柔韧性都更好，

操纵更加灵活：其次。唱腔上，唐山皮影使用从唐山当地方言凝

练出的专门皮影唱腔，和其他地区皮影使用当地其他剧种的唱腔

是有区别的；第三，唐山皮影的行当健全，分为“生、小、大、

髯、大、丑”五个行当，分别对应京剧中的“生、旦、净、末、

丑”，唱腔各有特点：第四，唐山皮影有独有的“影卷”——即

皮影剧目的唱词，这些唱词已经格式化，演出皮影时，艺人“照

本宣科”，不像其他剧种唱词可以随意变动。综述所述，唐山皮

影成为我国皮影中最有特色的一支，有时也成为中国皮影戏的代

称，影响了多个地区的皮影。

二、评剧

评剧是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起源于河北唐山，主要流

行于在华北、东北地区，在20世纪50、60年代广为盛行，在全国

除西藏的外的省区都建立了评剧院团，一度被誉为全国第二大戏

曲剧种。评剧起源于冀东“莲花落”，于1908年左右，经评剧重

要创始人之一成兆才等民间艺人的加工、改良，在唐山形成了最

初的评剧。评剧最初也被称为“蹦蹦戏”，后来又有“平腔梆子

戏”“唐山落子”“奉天落子”“平戏”“评戏”等多种不同称

谓，是其发展不同阶段的称谓。1936年白玉霜在上海拍影片《海

棠红》时， 《大公报》首次以“评剧”的名称刊载新闻报道，从

此，评剧的名称逐渐成为正式名称。

评剧的剧目解放前主要为传统剧目，如《马寡妇开店》《花

为媒》等，也出现了反应现实生活的经典剧目《杨三姐告状》

等。解放后，评剧编排了大量现代戏，如《刘巧Jh}《小二黑结

婚》《金沙江畔》《向阳商店》等，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社会主义

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提出或试图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

一些问题。并涌现出了白玉霜、新风霞、韩少云、马泰、魏荣元

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形成了多个唱腔流派。

三、乐亭大鼓

乐亭大鼓简称乐亭调，是中国北方的主要曲艺种类之一。起

源于河北乐亭县的民间小调“清平歌”，由木板大鼓衍变而成。

19世纪初，乐亭人温荣(字福山，艺名和卿)于山海关拜师刘月

明学唱木板大鼓，他根据听众的口味，改用乐亭乡音土语和耳

熟能详的民歌曲调发展自己的唱腔，乐亭大鼓由此发端。20世纪

初乐亭大鼓迅速向外传播，从京津一带流传到东北各地，50年代

末，形成了以韩香圃为代表的韩派(东路)和以靳文然为代表的

靳派(西路)两路唱腔体系。韩派(东路)唱腔讲究字正腔圆、

韵满味足、高达低入。靳派(西路)唱腔旋律流畅，易于上口，

受到行内外的广泛欢迎。韩派(东路)主要流行于乐亭、滦县一

带；靳派(西路)主要流行于滦南一带。至70年代初，两个支系

又渐趋合一，不少乐亭大鼓演员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将两派的自身

精华融合起来，已经打破了地域界限，乐亭大鼓形成了一脉相

承、殊途同归的局面。

乐亭大鼓传统剧目、现代剧目均有。有长篇、中篇和短篇，

还有一种微型剧目。乐亭大鼓演出的传统曲目达300多个， 《隋

唐》《三侠五义》《呼延庆打擂》《金陵府》《长生殿》等演义

曲目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外，解放后还涌现了《烈火金钢》

《平原枪声》《夺印》等现代曲目。

四、乐亭地秧歌

乐亭地秧歌是是我国北方汉族四大秧歌之一，主要发源于

原唐山境内的滦县、乐亭、昌黎、卢龙等滦河中下游地区流行的

一种民间的舞蹈形式。传统的冀东地秧歌活动形式个性明显，有

“串街秧歌” 和“打场儿秧歌”两种。“串街秧歌”走街串巷

行沿途表演。串街表演注重整体效果，庄重而有气魄，舞蹈方面

动作简洁，音乐节奏平缓。“打场儿”即在固定场地表演。可分

为“大场”和“小场”两种。大场是集体舞蹈，一般先由一名秧

歌头领舞，当进入跑套路时队形变成由两名秧歌头带领全体表演

者沿逆时针方向绕大圆圈舞蹈(妞在外圈，丑和出子在里圈，捱

穿插其间)。常用的套路有：四面斗、八面风、马蜂窝、小车轱

辘、八卦金钱眼等各种套路可自由组合，相互首尾衔接。小场即

小出子。表演者一般为三至五人节目由特定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场面调度较为固定，舞蹈动作以半固定半即兴相结合，常见的小

出子节目有《白蛇传》《傻栓子接媳妇》《锯大缸》《四别扭》

等。

冀东地秧歌的角色分为：妞、丑、攉、公子四个行当，各行

当的表演各具特色。妞(少女、小媳妇)她的扇花和手绢花丰富

多彩，表演上含蓄轻盈表演特征为姿态美、扇花活、缓提胯，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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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腰，步子小动腰如同风摆柳，头稍晃，肩要柔，体态妖娆半含

羞。丑的表演滑稽幽默，丑中求俏，具体分为文丑和武丑，均使

扇子和手绢，表演特点是：臀部扭的活，肩活，腚弯挺胸收复胯

要端。逗哏不俗，情幽默，步子轻，亮相缓，脚步利索情自然。

榧(中年或老年妇女)分为文榧和武擢。文捶性格俏皮活泼，穿

插表演于妞、丑和公子之间，为之牵线搭桥，尔后含笑而去；武

榧性格自分明，烟袋指引牵红线，棒打鸳鸯忙不停。捱在冀东地

秧歌中具有活跃气氛调度场面变化之作用。公子(文质彬彬的书

生)他的扇花动作较少，其表演特点为：性情文雅，动作挺拔，

稳而不呆，风流潇洒。冀东地秧歌各行当在表演时动作即兴性很

强，但要求默契配合，从而构成新颖别致的画面和艺术效果，也

构成了冀东地秧歌的独具风格。

冀东地秧歌的道具大多为劳动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如棒

槌、烟袋、扇子、手帕等。这充分体现了冀东地秧歌来自于平民

百姓，是群众自娱性较强的一种舞蹈艺术。

五、唐山花吹

花吹顾名思义，就是将手中的乐器，如唢呐、鼓、钹等，既

作为乐器演奏，又当作道具舞动，既好看又好听，是在鼓吹乐正

常吹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朵奇葩。她萌芽于清咸丰年间，发

展于清末民初，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产生于今河北唐山，目前

固守于唐山本土的为唐山花吹，从唐山流传至滦河以东的为秦市

花吹，区别在于唐山花吹以小唢呐(高音)为主奏乐器，辅以管

弦乐队；秦市花吹以大唢呐(中音)为主奏乐器，辅以打击乐。

花吹一经问世，就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一百多年的发展，技术

已经成熟。唢呐技巧有手上、杆上、碗上动作三十七种；鼓的技

巧有戳、点、拉、颠、绕等击法三十五种；钹的技巧有耍、点、

揉、敞、闷等打法十五种。演奏起来花样繁多，目不暇接，观之

无不感动，由衷钦佩。

以姚少林为掌门人的“二林鼓乐社”，是唐山花吹的代表

团社。姚少林把花吹推到了中央电视台的“中国一绝”“想挑战

吗?”等栏目。在国家、省举行的比赛中获特等奖和金奖，并多

次参加北京、河北、唐山等地的文艺晚会演出，把唐山花吹推向

了高峰。目前，花吹活动日益萎缩，艺人日益减少，已濒临失

传。我们要把花吹重新振兴，发扬光大，让她在民族艺术的百花

园中绽放异彩。

六、玉田泥塑

玉田泥塑俗称泥人或泥笛，是一种用粘土塑造形象再经彩

绘而成的民间玩具，主要以历史人物、神话故事、田野动物为题

材。工艺精美、粗犷大方。鲜明的色彩，夸张简练的笔法融汇于

形似、神似之间，耐人寻味。玉田泥塑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从

音响上分：有口吹类：从韵致上分：有手动类：从品种上分：有

神话故事、飞禽动物、古装戏剧、现实生活等四大品种。在四大

品种中，其神话故事、古装戏剧人物源于天津杨柳青年画，如

白粉打底、敷以红、黄、绿、黑、兰各色，明显有借鉴画风的

特点。另外，在上述品种中，口吹类占350多种，手动类占80多

种。

玉田泥塑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了以玉田县城东南的戴家屯

刘凯 (1870一1961)为源，即而传承给其子刘俊祥(1909—

1973)其孙刘广田(1947一)以及西高丘村的吴玉成(1934一)

等谱系。玉田泥塑经历了孕育、形成、兴盛、沉寂、抢救、复苏

以及“民保工程”的弘扬、开发期。自清光绪到20世纪60年代

初，玉田泥塑正处于形成、兴盛期，集市上泥塑摊点长达0．5公

里，形成了泥人一条街，来往北京、天津、东北各地的商贩争相

购买。玉田泥塑1986年进入抢救、复苏以来，又有了新的起色和

发展。1993年12月被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民间泥塑)”。

唐山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多，但这六种是最具有特

色的，如今随着国家和各级政府、有识之士对这些非遗的逐步重

视，这些文化遗产也得到了逐步的恢复，在民间拥有很多的观众

群，并不断扩大着影响，发挥着宣传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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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那“内容为王，的基石是什么昵?它必须而且绝对必须是

元素创新。近十年来，国内电视文艺形态步入一个繁荣兴旺的快

速发展期，全赖于各种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合，巧妙混搭，相映成

趣，相映生辉。在这中间，不论观众参与的互动歌唱比赛、明星

才艺比拼、讲述故事、大型选秀等都促成了电视荧屏的火爆与抢

眼，形成了电视文艺的丰富与多元，造就了电视内容一波强过一

波的冲击波，也引起了电视娱乐电视文艺的雅俗之争。一件电视

文艺作品，如果只是迎合一般世俗嗜好，或仅以奇妙炫人耳目，

时间长了终会被贬为格调低下、庸俗浅薄，如果电视艺术作品在

思想内容和形式特点上不但为人乐于接受．而且回味起来又被其

中的一个个艺术元素再次吸引，并且这种情况是在往往容易做俗

做滥做假的艺术题材中出现，那就更为难得。

我们说今天的“春晚”比较难做，渐失“民心”的原因有很

多。其实并不怪电视文艺晚会本身。有的政治话语表达的单一苍

白和无力，也表现在商业逻辑对春晚节目的过于侵蚀和渗透。后

者在央视更为突出，省级市级电视台前一种情况较为明显。这种

概念化的千篇一律的晚会创作模式让领导生厌，也让百姓厌烦，

说到底是把晚会想要表达的主题内容赤裸裸说了出来，没有形成

与节目的水乳交融和自然流露。在这一点上，新乡台春晚给了

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它的诸多元素的运用都独辟蹊径，游刃有

余，给人留下印象。比如晚会中的元素不管领导还是一般观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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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条围巾，既烘托晚会气氛又显得干群同观同欢，皆大欢喜。

灯光舞美元素的提升让舞美变化与节目衔接结合自然，100％亮

化舞台连地面都铺成LED形状，使节目立体化形象化效果提升。

许多节目为多种艺术元素的结合体，比如《水墨太行卫水青荷》

是书法与舞蹈的结合，杂技人剑合一是武术与舞蹈结合， “名模

炫舞秀，是时装和新乡美女们的结合，参加“中国梦想秀”和

“唱响中国”歌手演唱，不仅是个人才艺表演，更显出了新乡人

的崭新的时代精神风貌，这种里里外外多种元素的结合，让整台

晚会亮点频闪，美不胜收。该台晚会的问题是重点突出还不太

够，再有一两处动情点可能会更显丰富和深厚。

过去我们评价一部电视文艺作品往往从外部的、局部的某些

感觉谈起，有时就会忘记甚至淡化了它的内部原因，很容易产生

评论与作品脱节一其实电视文艺的根本点在于内部各种元素的有

机谐调和统一，在于充分运用电视艺术元素的掌控能力和技巧，

在于有没有勇气和能力去进行元素创新。电视文艺工作者一定要

有强化创作主题作用的职业意识、关注现实、洞察社会，投入真

情实感，善于选择和联系，发现和升华，不断提高艺术表现力和

运用电视语言的能力。最关键还要情动于衷而形于外，对作品有

自己独特思考和处理，从“表现什么”转到“怎么表现”上来，

不仅仅意识到“内容为王”，更要勇于艺术元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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