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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社会公众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参与保护的热情，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成为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
从大多数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涵不知所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人们普遍对它的具象呈现形态有了一定的认知，并支持或主动参与保护工作，说明人们在现代化进
程的背景下，已经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作为传统社会生存环境下人们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失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一定会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前景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之，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应当怎样正确解答，人们的答案并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的根源，主要是源自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单纯的经济资源，在保护的名义下扭曲其本质特性过度开发，如把民族民间的
原生态歌舞改变为肤浅时尚的刻板表演服务于旅游场所，或把传统手工技艺视作不具经济潜力的项目
而任其式微，等等。
近年来，我们还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市特别是农村建设中，以新的建筑或新的环境形态将承载某个
特定区域人们世代相传文化技艺的物质载体（如某些文化空间）彻底改变。
这种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情况，已经并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带来伤害。
我们应该正视并改变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正确的保护不是使它凝固和停止发展。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保证其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去自然衍变，在自然的
衍变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相并行，我们既不要人为地去中断它自然衍变的进程，也不要人为地去
使它突变。
我想，这应是保护工作最根本的意义，也是保护工作最艰难、最核心的用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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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然衍变发展中呈现的形态是丰富多样的，这决定了我们采取的保护方式也应是多
样的。
但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项目，采取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应当是一种恰当的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这些技艺的持有者将自己本身的技艺作为一种生产
和生活的手段，既可以因此而获得劳动的报酬，也可以因此而使技艺传承，并在自己的作品与使用者
的对应中，使技艺的继续与创新具有激发创造智慧的基础。
这套“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记录了这些传承人技艺传承的历程，他们的技艺如何精湛
，以及他们对技艺的思考；展现了他们如何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这些不同的技艺在传统的浸润中
也融入了新的艺术元素，并得到人们的喜爱，而他们也因此具有了持续传承的经济基础。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民族、地
区和人口被纳入到世界变化的总体格局之中。
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的。
而保护各个民族具有独特创造个性和蓬勃生命活力的民间艺术，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态不成为博物馆
化和标本式存在表象，而永具生生不息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我想，读者会从“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中体会到这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戏箭杆王>>

作者简介

王文章，男，1951年3月生，山东寿光人。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曾发表60余万字艺术理论、评论文章，主编《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与人文》、《京剧大师程砚秋
》、《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非物质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戏箭杆王>>

书籍目录

总序
口述人齐永衡简介
记述人访谈序
第一章　影戏世家与多师传授
第二章　影戏班社的生涯
第三章　回忆旧影班的习俗
第四章　皮影雕刻制作技艺
第五章　传统演唱技艺的演变
第六章　操纵技艺之路
第七章　大地震后的演出
第八章　走出国门的“箭秆王”
第九章　对影戏传承的思考
第十章　亲人眼里的齐永衡
齐永衡年谱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戏箭杆王>>

章节摘录

插图：魏：我记得你们家一直是在二街的新甸那边。
齐：开始是在二街的西关正街上，后来才搬到新甸去了。
新甸那儿的房子又宽敞又好，我二弟、我三弟都是在那儿出生的。
我父亲叫齐殿相，号秉勋，人称“齐老秉”。
我叔父叫齐殿梁，号璧臣，又称“齐老璧”，他们都是当地著名的皮影艺人。
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念了6年私塾来着，喜好书法，毛笔字写得好。
我奶的娘家有我父亲的舅舅，他在东北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开有两家当铺，分别叫“和顺当”
和“三河当”。
舅爷爷把我父亲招那儿去了，就培养我父亲跑关东做买卖啥的。
开始是给二两份子，还是几个份子吧，以后还当了这两个当铺的经理，据说当时在那就挺好，所以就
是一年一年的干上了，那时候都往东北做买卖不是嘛。
后来，当我父亲回老家探亲时，赶上我们老家耿庄就有一个皮影箱子，村里还不少人会唱影。
我父亲回来一看，心想这个忒好呀，正赶上他还有唱“大儿”，的嗓子，我父亲以前就唱过黑头，嗓
子挺冲，声音也挺好，他就说啥也不回去了，从这开始就唱影了，还唱得不错。
魏：这是哪年的事？
齐：不知道，我父亲那时二十几岁。
魏：您能记起他的出生年月吗？
齐：属牛的。
我父亲说他30多岁有的我。
魏：那他是跟谁学的？
齐：我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都在一个庄里头，我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强，古书里边的那些东西，哪篇
哪篇他全记得，可能在一块儿有朋友或老艺人的指导，就这样慢慢越来越深入。
我父亲在外边唱影挺好，到了秋天天冷了，我奶让我叔父给我父亲送衣裳去，他到那儿一看这个生活
，挺好挺美呀，我叔也不回去了，也加入进去唱影了。
我叔是“唱髯儿”的嗓子，他唱老生非常好听，观众说：“齐老璧那嗓子跟风琴一个味儿啊！
”一个演员没好嗓子怎么会出名啊。
我父亲和我叔父开始从事皮影以来，为了维持全家6口人的生活，到处演唱皮影。
我父亲曾为抚宁县桃园岳新华的影箱和昌黎县马大少的“乾利堂”影班领过影，到各地演唱皮影，颇
受群众欢迎。
而我叔父则跑到东北去唱了，以后他在东北的名气比较大。
我父亲在东北和咱们家乡这一段名气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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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因为自幼就与“箭秆王”齐永衡非常熟悉，因为他的皮影表演技艺出神入化，因为他这一笔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记载，因为有许多搞皮影工作的朋友想要看到关于他的介绍，也因为我一直在做
中国皮影戏的研究工作，或许还有许多个因为，所以我一直想把他的艺术经历写成一本书，或者帮他
的弟子把他操纵的画面和相关文字搞成一个完整资料。
总之，一个大师为世人所留下的艺术经历与经验是祢足珍贵的。
作为传统技艺的保存倒还不难去做，但是基本功的磨炼、艺术修养的内功，却是只能意会而难于言传
了。
用齐先生的话说：“这个得基本功再加上悟性，心里想哪儿，手做到哪儿。
你的手到了，心到不了也不中，心到了，手到不了也不中。
”记得在前几年，我策划了唐山传统皮影戏经典剧目抢救性拍摄的一项工程，而且亲自做主编、文字
校对和后台摄像，当时也曾经与齐兄商量搞一个关于他的表演。
专辑，但他以节目还不成熟为由推却了。
看着其他许多皮影艺人的嗓子逐渐老化已一经不能再演唱，我心里很着急，希望在齐兄身体状况尚好
的情况下，能给社会保留下他那“闪电般、魔术般的技艺”。
在2004年7月5日，我与制片人张洪起再次到唐山商谈拍摄《唐山皮影著名老艺人唱腔精粹》和《皮影
艺术大师齐永衡表演艺术专辑》的事情，这次邀请到的皮影表演艺术家有齐永衡、丁振耀、邱连贺、
武义山、申凤兰、齐永清、彭佐臣，同时还有开滦矿艺术团的皮影戏新秀张桂凤等人。
这次拍摄主要目的是抢救性拍摄老艺术家们的艺术资料，这些当年在皮影戏舞台上显赫一时的著名艺
术家，有些人已经是风烛之年了：当时已经85岁（1920年生人）的武义山是唐山皮影戏非常著名的生
角演员；84岁（1921年生人）的邱连贺是乐亭老一辈艺术家孙品卿的传人，在小旦行当中有着独特艺
术建树；丁振耀（1938年生人）是著名的皮影戏净行演员，素有影戏界“裘盛戎”之美誉；而皮影表
演艺术大师齐永衡那年也已经72岁了。
我们现在能够把他们的艺术表演录制保留下来，也就是我们保护民间皮影戏的基础性工作。
在拍摄期间，我有机会再次在齐兄的身后仔细观看到他的表演艺术，这是在操纵表演《五锋会》刺杀
乔步清一段时蓝素艳藏宝剑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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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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