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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梁军、文静、张睿

　　暮色四合，群山被夜色遮掩。三
月天的黄土塬山村上，几垛麦秸草，在
晶亮的星光下，黑黢黢地蹲着。
　　甘肃省环县合道镇陈旗塬村的一
孔窑洞里，灯影闪烁间传出庄稼汉悠
扬的弹唱腔。83 岁的老艺人敬廷佑，
操控着皮影，纵情嘶吼。站了一辈子
的草根舞台，他的孔武之力似乎从未
被岁月剥夺。
　　“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
兵”形象地展现了皮影艺术的独特魅
力。在环县流传 300 余年的道情皮
影戏，成为当地人民倾诉感情、劝善惩
恶、丰富生活的美好形式。
　　这朵艺术之花，来自黄土地的孕
育，也来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人给皮影赋予了生命，皮影亦
演绎着农民艺术家的多彩人生。

农庄黄昏下一抹流光溢彩

　　灯火朦胧，人影绰约。
　　敬廷佑手持皮影，端坐在幕布中
央，一场流传百年的皮影剧———《竹林
会》，开戏了！
　　听说敬家班来演出，农夫们撂下
镢头，放下农活，早早等候在场院门
口。“多少年没听你的戏了。听一场，
少一场。”遇上敬廷佑，先到一步的乡
亲迎面寒暄。
　　一刻钟的工夫，30 平方米大的窑
洞，就坐满了看戏的乡亲。老乡们倚
在门框上，坐在炕沿边，呷一口茶，人
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尽在灯影里
晕散开来。
　　 84 岁的敬秀梅凝神静听，眼眸
中闪动着异样的光彩。“我是听着皮影
长大的，从小就爱这个。每年最期待
的就是去庙会看皮影。”她说，一出《竹
林会》，仿佛将她拉回童年时代。
　　敬廷佑表演皮影戏已经 60 年有
余，光影涂在他漆黑的瘦脸上，使那两
块高耸的颧骨上闪烁出两片釉彩。坐
在白色幕布后，他杆不离手、曲不离
口，十指飞动间，幕布上的皮影人物坐
卧、行走、提袍甩袖。
　　衬着时而高亢圆润、时而悠扬激
越的四弦和甩梆伴奏，他的声腔粗粝
雄浑，透发出磅礴的气势，在一腔三折
的声浪中，道出世间百态、人性善恶。
　　幕布前围坐的观众深深被这精
湛的演出吸引，不时爆发出掌声和喝
彩。有的依偎而坐，或盘腿上炕，眯
起双眼，随着乐曲节奏微微摆头；有
的端举手机，实时直播家乡的原生态
艺术。
　　皮影戏，又称灯影戏、纸影戏等，
是一种集表演、歌唱、绘画、雕刻、音乐
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的古老的综合
性艺术，被称为中国民间艺术的“活化
石”。而环县道情皮影，则由于其方
言、民歌俗曲的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风格。
　　环县古称环州，位于陕甘宁三省
交界地。宋元以来，当地百姓巧妙地
运用道家的渔鼓、筒板伴奏，以道情

（源于唐代道教在道观内所唱的经韵）
的形式演绎道教故事，宣扬道家思想，
倡导人民御敌保国。当地艺人为使道
情故事更加形象生动，直观达意，逐渐
把皮影引入道情，使二者达到绝妙完
美的结合。
　　与中国其他皮影戏种相比，环县
道情皮影因吸纳了道教音乐的旋律和
曲调而更显婉转悠扬，2006 年被国
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环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
作人员吴存军介绍，目前环县有 40 多
家戏班，300 多名表演艺人、60 多名
雕刻艺人。由于完整地保存了中国皮
影艺术的原生态，并仍有许多戏班在
坚持演出，环县被誉为“中国皮影之
乡”。
　　环县道情皮影戏往往有三五个
人、一口箱子、一间寒窑、一盏油灯就
能够演出。一个个道情皮影戏班走乡
串户，活跃在陇东民间，他们自娱娱
人，带给乡亲们喜闻乐见的乡土艺术。
这道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文艺风景，如
此 这 般 日 复 一 日、年 复 一 年、代 复
一代。
　　当天长达一个小时的演出，唱腔道
白全由敬廷佑一人声情并茂地完成。
伴奏的老伙计们，在击鼓拉琴之余，乘
着逸兴，趁主唱耍到动情共鸣处，一哄
而起，合着调子高声唱和一番。
　　粗声大气的宣泄后，艺人心胸肺
腑间的苦痛，连带着台下观众农作后
的劳累，通通烟消云散了。

道情皮影大师解长春

　　提到环县道情皮影，不得不提
到它的开山鼻祖——— 解长春。这位
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民间艺人，对环
县皮影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至今，环县许多皮影艺人还都尊其
为师。敬廷佑和敬廷孝兄弟俩，都
是他的再传弟子。
　　解长春是甘肃环县人，生于清
道光二十一年，9 岁上私塾，一年后
辍学。10 岁随堂叔学艺，因其天资
聪慧，刻苦好学，13 岁即谢师另组
戏班独立演出。从艺六十余载，独
创道情演唱新风格，名震陇东，远播
陕甘宁。
　　同治初年，陇东一带多次发生
战乱，解长春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
到各地卖艺。他只身逃奔陕西定
边，入当地戏班，演唱皮影戏。
　　在陕北从艺期间，他接触过不
少民间戏班和艺人，他广交艺友，留
心汲取当地艺术营养。同时，他将
环县皮影戏的优秀表演手法传入当
地，使两地的皮影艺术在许多方面
得到融合。
　　采访中，记者联系到清华大学
中文系教授——— 解志熙，他是解长
春的直系后人。他为记者分享了这
样一段事关解长春的故事：“据说长
春公好学不厌，手不释卷，能言善
辩。县城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迷上
了道情皮影戏，无论如何也要跟他拜
师学艺。这惹怒了大户人家当家的
举人老爷，他指斥长春公引诱良家子
弟堕落下流，所以放出话来要砸长春
公的戏班。但长春公闻言毫不畏惧，
反而公开叫阵，要与对方摆桌子说
理，若自己输理了，甘愿从此不再唱
戏，若对方输了，就得听他收其子弟
为徒。结果是举人老爷理屈词穷，服
输了事。”
　　“关于家中高祖的很多传说是
否都属实，今天已难以一一稽考了，
但我相信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
的，那就是与举人老爷的那次辩论，
长春公肯定赢了，而且赢得让对方
心服口服。这不但因为对方家族的
那个子弟确实成了长春公的大弟
子，还因为对方后来把其家中最出
色的女子许配给了长春公最钟爱的
长孙为妻，她就是我的祖母。”解志
熙说。
　　 1915 年，已过古稀之年的解
长春在环县一户人家唱院戏时患
病，翌日去世，终年 74 岁。
　　据解长春的后人们代代相传，
解长春依靠卖艺置买了田地，但让
他耿耿于怀的是，自己当年从艺完
全是迫于生计，晚年的他反复告诫
子孙：“我一生走州过府，从没见过
一个戏子成就家业、能得善终的，除
了我。你们没有我的德行和忍性，
休作此想！”他临终留下遗命：“即使
万不得已，也宁可行乞，不可卖艺！”
这沉痛的嘱咐中暗含着他一生多少
不忍明言的辛酸与悲凉。
　　 2002 年，环县举办了首届“中

国·环县皮影艺术节”，在此期间，环
县人民政府为解长春立碑纪念，碑
上赫然题写着“道情皮影大师”六个
大字。“祖爷生前最遗憾的是没有给
皮影艺人挣来一个名分。现在总算
有了，唱戏的也可以成为艺术大师，
而不再是下九流的行当。”解长春的
玄孙解志昌说。
　　改革开放以来，环县道情皮影
开始走出大山，走出国门。自 1987
年首次出国访问演出以来，环县道
情皮影艺术团已 19 次应邀出访演
出，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
比利时、瑞士、加拿大、埃及、韩国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向海外展示了其
独特的艺术魅力。

见证皮影兴衰沉浮的敬家班

　　三月的黄土高原朔风猎猎。
　　在敬廷佑的农家小院里，弟弟
敬廷孝拉出沉甸甸的皮影戏箱，里
面整齐地摆放着乐器、皮影等各种
家当。作为敬家班的第四代班主，
敬廷孝看着赖以为生数十年的戏
箱，仿佛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
他坐在马扎上，点燃一根烟，缓缓讲
起敬家班的故事。
　　清朝末年，敬家班的开业者敬乃
良踏出诗书之家、进入唱戏行当，并
拜解长春为师，自此开启了敬家班的
百年传奇。作为解长春传人中家族
传艺最完整的一支戏班，敬家班见证
了环县皮影艺术的兴衰起伏。
　　敬廷佑和敬廷孝师从堂哥敬廷
玺。敬廷玺带领下的敬家班声名远
扬，他还和同代其他艺人数次进京
演出，将环县道情皮影搬上更大的
舞台。回忆起学戏的过往，73 岁的
敬廷孝感慨万千：“师傅要求高，吹
拉弹唱要样样精通。往往是师傅唱
一句、我学一句，就这样学会了 100
多个本子，20 多个本子到现在我都
背得烂熟。”
　　敬廷孝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登
台的场景。当时 23 岁的他唱前
台，台下黑压压坐着五六百人：“线
一挑起、家具（乐器）一响动，我突然

两眼一黑，一个词也想不起！”
　　说到这里，敬廷孝从匣子里取
出四弦、戴上指帽，低头调弦。不出
一会儿，四弦发出呜咽声。敬廷佑
微微闭眸，随着四弦的节奏，甩起梆
子伴奏。
　　遗憾的是，敬家兄弟二人这样
默契的合作已中断数年。20 世纪
60 年代是道情皮影发展的鼎盛时
期。两人邀约不断，总是牵着一头
驮着戏箱的驴，跋涉数十里路去
演出。
　　“常常天没亮就赶路，太阳压山
还到不了。一到戏台上，看到人多
得快把戏台子都压塌了，唱一晚上
也不辛苦。”敬廷佑回忆道，他经常
连唱 7 个多小时，从天黑唱到天明。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每年的
庙会演出。因年久失修，农村的寺
庙多半荒败，戏班子却要在冰锅冷
灶的寺庙里连住几天。生锈的锅刚
擦干净、泛潮的炕刚睡干，他们又要
收拾行囊，去往下一个请戏人家。
　　“师傅一直教导，皮影唱的不只
是戏，更是人生。要以德做人、以德
治家、以德传艺。选了这条路，就要
懂得苦中作乐。”敬廷佑说。
　　从小戏迷到老戏骨，兄弟俩一
心扑到皮影戏上。虽是农家出身，
但每年多半时间都在为演出奔波。

“我一不会挖窑，二不会编耱（平整
土地的一种农具），三不会挽牛笼嘴

（竹篾编制的兜，戴在耕地牛嘴上防
止其啃草），只会唱戏。”敬廷孝这样
打趣自己。
　　敬家班成立于 1903 年，百年
戏班历尽风雨，经历了戏班骨干成
员的逝世、转行、罢演。自 1990 年
至 2000 年，仅十年时间，戏班就换
过三茬人。而让敬廷孝深感惋惜
的，莫过于儿子的弃艺转行。
　　大约十年前，从小跟着父亲学
皮影的敬登恒迫于经济压力只得放
弃皮影、外出打工。“学戏苦，没个十
几年光景学不出来。既耗费时间，
也赚不了大钱，他拿啥养活一家
人？”敬廷孝说，对于儿子的选择，他
既觉得可惜，却也无可奈何。

　　时移势易，道情皮影的衰败是个
绕不开的话题。敬廷孝放下四弦，又
燃起一根烟。敬廷佑也收起手中的
梆子，哄抱起不到一岁的曾孙。

老艺期待新人传

　　存续百年的传统民间曲艺道情
皮影传承乏后，其受捧程度大不如往
日。随着年轻人文化消费口味的变
化，曾经风光一时的道情皮影慢慢走
向没落，不少皮影艺人和爱好者担忧
这门老手艺会就此失传。
　　在甘肃省环县职业中专，记者却
看到了传统艺术迸发出的鲜活色彩。
在道情皮影兴趣班，十几个年轻稚嫩
的面庞挤在白色幕布后，三五个学生
吹唢呐、打梆子，四个女学生跟着老师
的指挥，唱起了黄土高原上飘荡近百
年的道情。
　　另一间教室内，十几名学生埋头
雕刻皮影。17 岁的耿雍邦手握锉刀，
靠近书桌的墙上，挂着他花四周时间
独立完成制作的第一支皮影人。“我们
家里人都爱看皮影戏。比起戏本身，
我更爱‘牛皮娃娃’。”耿雍邦说，他每
天都会花 3 个多小时学皮影雕刻。
　　环县职业中专语文老师刘武瑞
负责学校皮影兴趣班的管理工作。
在他看来，兴趣班的开设为道情皮影
这一原生态艺术提供了传承的土壤：

“自 2012 年开设以来，皮影班从最初
的规模小、学生少，到现在集齐演唱、
乐器、雕刻等多个方向，通过长期训
练，不仅让更多年轻人对道情皮影产
生兴趣，更重要的是依托校园，为古
老艺术增添活力。”
　　如今，道情皮影戏已走进甘肃省
庆阳市的多个校园，也为皮影艺人提
供了新的谋生手段。在甘肃省陇东
学院艺术学院，道情皮影戏成为主修
课，学校开设的皮影非遗培训班成为
当地传承古老皮影艺术的阵地。
　　陇东学院陇东非遗研究中心主
任赵志学说，学院通过全面系统研究
和教学，解决了民间艺人“只会唱词、
不会编曲”的问题，也让古老的非遗文
化焕发新活力。
　　张亮来自陇东学院音乐学专业，
平时主修古筝的她，经常来皮影教学
班学习。“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讲道情皮
影，自从学了音乐，很想感受一下这种
古老的唱腔和曲调。”她说。
　　近年来，环县启动实施了皮影产
业开发“八个一”工程，先后成立了文
化产业开发办公室和产业协会，不断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融入
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涵养文明乡
风、凝聚民族精神。此外，环县道情皮
影保护中心还通过创办研究专刊、改
编和创新剧目等方式，拓宽演出形式
和演出市场，为保护传承非遗项目做
出有效尝试。
  72 岁的老皮影艺人刘爱帮，自 14
岁起拜师学艺。“在农村，我招不到徒
弟了。”刘爱帮说，但成为陇东学院的
外聘老师后，自己每周要进学校开展
两节道情皮影教学课，他的徒弟也从

“招不到”变成“多到记不全名字”。

黄土地上的百年皮影“老腔”

  ▲ 3 月 15 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道情皮影艺人敬廷佑正在进
行皮影表演。   

  ▲ 3 月 15 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道情皮影艺人敬廷孝（左）与
敬廷佑（右）在皮影演出前练习。 组图均由本报记者张睿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化源远流长，蕴藏
着 独 特 而 丰 富 的 美
学思想和美学精神。
国 内 诸 多 学 者 参 与
到 中 国 古 代 美 学 研
究领域，系统总结中
国 古 代 美 学 的 人 文
智 慧 ，推 出 系 列 著
作。张 明 教 授 新 著

《审美与生存——— 孔
子 美 学 思 想 的 双 重
建构》（以下简称《审
美与生存》，中华书
局 2022 年版）正是
研究孔子美学思想，
考 察 中 国 古 代 美 学
的优秀成果。
　　作 为 儒 家 创 始
人 的 孔 子 ，其 美 学
思 想 是 儒 家 乃 至 中
国 美 学 的 活 水 源
头 。 张 明 教 授 以

“审美”与“生存”的
双 重 视 角 建 构 孔 子
美 学 思 想 ，可 谓 别
具 特 色 。“审 美”是
一 种 自 由 的 、超 越
的 生 命 活 动 ，“ 生
存 ”则 是 着 眼 于 感
性 的 、日 常 的 现 实
生 活。孔 子 倡 导 以
审 美 的 态 度 、艺 术
的 精 神 关 照 生 活 、
体 验 人 生 ，实 质 上
是将“仁”“美”融于
日 常 生 活 的 审 美 体
验 之 中 。 所 以 ，审
美 与 生 存 的 汇 通 ，
恰是诠释孔子美学思想的关键之处。
作者以此为依托 ，从“境域论”“生 存
论”“审美论”角度阐释孔子美学思想
的深层结构，彰显孔子美学对中国美
学与现代社会的独特贡献。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孔
子论“仁”的内容极为丰富，由“爱人”延
伸到诸多美德的称谓，再上升到哲学层
面，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体
系。作者认为孔子仁学的核心是一种
仁爱精神，并结合“仁者自爱”“仁者爱
人”“天人合一”等命题将仁与爱贯通起
来，强调仁之“爱”的四个面向：自我之
爱、亲亲之爱、他人之爱、境界之爱，是

“以自我之爱、亲亲之爱为根基，沿着推
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向外做无限扩
展，推及他人，推及社会，推及天地万
物，使万物和合于爱，最终达到人的身
与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
　　作者并不局限于仁学内容的讲述，
而是十分注重揭示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
语境、文化氛围及对西周礼乐文化的继
承和发展等问题，对孔子仁学思想发生、
发展的历程、规律特点及内涵特质等都
作出了深入的阐释。孔子的仁学不能简
单地理解为道德观念，而是一种蕴含着
生命化，带有生成性的存在。作者将其
概括为“本源的境域性存在”，“‘仁’作为
一种‘境域性’存在，其核心就是呈现与
揭示人类生命意义之所在”，颇有新意。
在此基础上考察孔子美学思想，阐释相
关美学命题，有助于突破传统认识论、道
德论的思维模式，拓展研究的深度与
广度。
  立足于仁学思想，作者对孔子美学
思想的追索便有了坚实的哲学根基。为
此，作者从审美与生存的角度切入，厘清
了孔子美学思想产生的心理基础和文化
渊源，多维度展现了孔子的德性美、艺术
美、自然美、生活美，再归纳孔子美学思
想的最高境界———“诗化生存”，由此展
开了孔子美学思想的全貌。
　　通过对“孔颜之乐”“吾与点”“成于
乐”等命题的分析 ，作者认为孔子 之

“美”是从个体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现实
生存角度出发的，既关注主体的感性愉
悦，又注重情感的艺术表达，还强调审
美与人生的圆融汇通。作者把这种孔
子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之为“诗化生存”
理想，它“既是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同
时又是至真至纯的审美境界”。可以
说，这是作者的创新之处。如书中所
述，“诗化生存”是“从整体上对人类生
命意义的思考，是为有限生命寻找永恒
家园的生存实践”。孔子所追求的“诗
化生存”开创了一条以审美的态度观照
生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道路，是中
华 美 学 精 神 的 民 族 特 色 及 文 化 魅 力
所在。
  孔子美学思想作为儒家美学及中
国美学的思想源头与根基，对后世美学
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作者在
充分肯定孔子美学思想对华夏美学的
深远影响基础上，又对孔子美学思想中
的局限与不足进行了反思，如“缺乏对
审美本体的关注”“缺乏对个体性情感
表达的重视”“缺乏深刻的审美反思与
评判精神”等，以期还原孔子美学的真
实面貌。

　　（宋宁、刘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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