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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皮影在渭南地区的现状与发展 
陈莎莎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渭南  714000) 

摘要：皮影戏，又称"影戏"或"影子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在灯光照射下用隔亮布进行演绎，隶属傀儡戏
范畴。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陕西特色的碗碗腔或弦板腔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
乐，有浓厚的秦人气息。笔者通过对关中地区的华州皮影文化调研，阐述当地皮影艺术的独特魅力与面临困境，分析皮影文化在关
中地区的现状与发展形势及其原因，提出了皮影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渭南本地的传承方法，以帮助其更好传承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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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以其精致逼真的造型、粗

狂悠久的唱腔、极致演绎秦川人民独有的民俗风情[1-2]。华州毗邻渭
南市区，前据华山，后临泾渭，左控潼关，右阻蓝田，属关中皮影
的发祥地。然而在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快速变迁的
大浪潮下，华州皮影艺术的整体发展经历了颓势，个别剧种甚至到
了濒临灭绝的紧要关头，华州皮影艺术乃至中国皮影艺术的保护、
发展成为时下最为紧迫的戏剧文化研究课题[3]。我国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国，40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总数排名世
界第一[4]。如何提升我国青年的民族自豪感，领略传统文化魅力更
是近年来文化传播的焦点。 

一、华州皮影发展现状 
华州皮影作品衍生为传统皮影和现代创新皮影两大类。传统皮

影主要以传统人物、戏剧人物生旦净末丑、演出道具为代表，主要
为皮影戏演出提供服务。创新皮影在传统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美术工
艺，更加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衍生出包含皮影元素饰品、文房用
品、装饰品等 5 个品类，创新皮影戏结合本土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
编排了以渭华起义革命故事为主题的创新剧目《刘志丹闯关》、以
华州区历史任务郭子仪为主题的剧目《郭子仪大战安禄山》、以一
带一路为主题的创新实景皮影《丝路风》以及以廉政文化为主题的

珅创新皮影戏《王杰戏和 》等[5]。 
截至目前华州皮影代表性传承人 60 余人。其中国家级 3 人，

分别为刘华、汪天稳、魏金全；省级 3 人，分别为吕崇德、汪天喜、
薛宏权；市级 5 人，分别为董进水、姜建合、赵百平、汪海洋、杜
占峰。 

目前华州区从事皮影文化传媒单位及协会组织为 7 家，其中代
表性的为：天喜皮影文化传承有限公司、渭南市华州区宏权影艺传
承发展有限公司、华州区赵氏皮影有限公司。皮影艺人遍布全区 6
个镇办：华州街道办、下庙镇、柳枝镇、莲花寺镇、高塘镇、大明
镇。具有代表性的皮影演出班社有 5 家，分别是:华州区 205 库群文
化创意园传统皮影演出团队；少华山皮影博览园创新、传统皮影演
出团队；华州区高塘镇华盛皮影演出团。 

二、华州皮影的传承困境 
(一)皮影艺术受众群体的局限性 
皮影戏表演需要表演艺人和观众对剧目故事情节有一定知识

积累,但当地青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认知,了解剧本较为困难。
而皮影剧目传统题材与时代脱节,难以吸引青年观众的兴趣。皮影戏
的演艺人需要同时掌握唱功、操纵皮影的技术和基本乐器演奏,在训
练上无疑会耗费大量精力,且通过对艺人的走访调研,表演产生的经
济效益极低,因此多数青年人对其敬而远之。 

(二)新媒体的冲击。 
皮影戏像是与其他的民间美术一样,都是伴随着民风、民生、民

俗、民情而长久地生存下去的,也随着历史时期的发展二度走向兴
衰。如今,随着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新一代外来文
化的双重冲击,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新媒体的大量普及,皮影这
一古老的美学艺术表现形式,似乎已经显得远远赶不上这个时代。这
不仅使学习传统技艺的人减少,而且也导致观看皮影戏现场表演的
观众大量流失,致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 

(三)皮影艺人年龄普遍较高,传教能力下降。 

皮影戏剧团演员基本以男性为主，操作皮影要求灵活、有力，
因此皮影演员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如今皮影表演艺人平均年龄都在
70 岁左右，传教能力下降。他们只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授，其效
果并不理想。皮影雕刻手艺高超的艺人也呈现老龄化趋势。而现在
很多艺人只掌握了基础的雕刻手法，对于选皮、上色、组装等细节
把控与老一辈皮影艺人相比差距甚远。因此传承和发扬皮影变得更
加困难。 

三、皮影传承新路径 
(一)让非遗政策体系在实践中落地 
对于非遗的每一个政策门类均希望可以独立形成一个具有一

定针对性的独具特色专门化的政策服务框架体系。支持各地组织群
众举办大型的民间文学作品展演活动,鼓励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走
进校园、走进文学教材,支持大量的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等创作从
非遗中获取更多营养。 

(二)让皮影艺术在创新中成为潮流 
渭南皮影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创新。在继承传统艺术基础上,

可以从动漫等方面进行拓展,使之成为一种能够顺应时代诉求和潮
流的艺术,而不只是一种精美的收藏。 

近年来，华州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皮影文化的传承发展，通
过加大对外宣传交流，支持华州皮影合理开发，鼓励社会资本，引
导传承人开展华州皮影文创产品的研发设计、展示销售、品牌推广、
基地建设等产业化活动开发皮影衍生产品，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
升和市场运作，将华州独特的皮影资源转化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产品和服务，华州皮影成为华州区对外宣传展示的“五张名片”之
一。 

华州区通过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多批次的产业技能培训，辐射带
动当地群众参与到皮影产业发展当中，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华州区
皮影产业从业人员 2000 余人，年产值 3000 万元，全年演出场次达
千余场，接待参观人群五万余人。 

四、结语 
数千年来,皮影这一以渭南为主要源头的优秀民间传统戏曲艺

术经过无数代艺术家们的钻研打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瑰宝。皮影戏的持续发展,需要众多皮影人坚定不移的不懈努
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只有紧跟时代,创新传承,华州皮影才能再次焕
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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