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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影戏的流派与历史发展
张博

济宁学院音乐学院，山东 济宁 273155

摘要：过去，皮影戏曾是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江玉祥把中国的影戏划分为七大影系。滦州影系是其中重要的一系，
影响力遍布河北、山东、北京等区域。河北省承德地区的影戏属于滦州影系的一支。承德地区的影戏可以再细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流派。
本文主要介绍了承德影戏的南路、北路两大流派，以及历史发展状况。对于地方影戏的流派及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
把握影戏的艺术特征和在实际的保护传承工作中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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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德的影戏的流派

在过去，影戏曾经是中国人的一种重要娱
乐方式。中国影戏源远流长，流布广泛。在中
国广阔的大地上，分布着数量繁多的影戏剧种。
除了西藏、广西、海南、澳门等少数地区外，
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或者曾经有影戏流传。为
了便于开展影戏的研究和传承保护，学界往往
对全国众多的影戏剧种流派进行划分。秦振安
提出了三大影系的划分方法，将中国影戏划分
为陕西影系、潮州影系、滦州影系。江玉祥将
中国影戏划分为七大影系：秦晋影系、滦州影
系、山东影系、杭州影系、川鄂滇影系、湘赣
影系、潮州影系。在以上两种主要的影系划分
方法中，都有滦州影系。“滦州影系”所分布
的地区，就是“滦州影戏”所流传的区域。滦
州影戏的中心区域也是其发源地——河北的昌
黎、滦州、乐亭。根据艺人及当地群众的口碑
资料来看，滦州影戏起源于金代。滦州影戏又
有“乐亭影”“老奤影”“冀东皮影”“唐山
皮影”等称谓。以河北东部的唐山、秦皇岛二
市为中心，流传地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以及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华北、
东北的地域范围内的影戏，以滦州影戏为主。

因滦州影戏的影人由驴皮雕制而成，也被称为
“驴皮影”。

全国的影戏所划分出来的大的流派，学界
一般称之为影系。同时，小的区域的影戏也可
以再进行流派的划分。比如北京的影戏以天安
门为界分为东派和西派，东派演的是“滦州影”，
西派演的是“兰州影”。本文所探讨的承德影
戏也是可以再区分出南北两个流派。承德影戏
属于滦州影系的一支。关于承德影戏是否能够
独立称为一个剧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因为承德南部的影戏和滦
州影戏区别不大，没有足够的独特的艺术特征
支撑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影戏剧种。承德北部的
影戏具有了自己的一些独特之处，并且有自己
独特的发展轨迹。但是，在承德影戏发展后期，
承德影戏呈现出南北合流的趋势。承德北路影
戏逐渐向南路影戏（滦州影戏）靠拢，艺术特
征渐趋一致。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承德地区流行的影
戏属滦州影系。因这一地区过去曾属热河省管
辖，故这一地区的影戏也被称为“热河影戏”，
也叫“边外影”。包括影戏在内的中国传统艺
术形式，其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连贯性。有时，
当下所采用的行政区划可能将原来的某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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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打破。比如，以前历史上的热河影戏，其
所涵盖的主要区域是现今的承德市所辖地区的
影戏。但是，同时也包含了宁城县以及原赤峰
县的影戏，这两个地区现今属于内蒙古自治区。
这两个地区的影戏属于热北影戏。此外，原本
属于承德管辖的青龙县，后来又划归的秦皇岛
市。而青龙县的影戏属于热南影戏。为兼顾历
史上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况，本文所论述的承德
影戏并没有严格按照当今承德市的行政地理区
划去进行。

流传在这一区域的影戏以锦承铁路为界分
为南北两路。承德南路影戏也称“热南影”，
流传于建昌、青龙、宽城、平泉、兴隆、承德
等地，基本上属于滦洲影戏。承德北路影戏也
称“热北影”，流传于围场、隆化、赤峰、宁
城一带，虽然和滦洲影戏有密切渊源，但有自
己的发展轨迹并具有自身特点。

二、承德北路影戏早期的发展概况

承德北路影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影
经期，即初创期；流口影阶段，即发展期； 翻
卷影阶段，即成熟期。

1840 年 前 后 北 路 影 处 于“ 影 经” 阶 段。
这一阶段是承德北路影戏的初创期。音调为诵
经调，用本嗓演唱，伴奏乐器为木鱼、大铙、
大钹三种打击乐器，唱腔不分行当，每个班社
三四人，一般是演给蒙古王公看。此阶段里，
北路影的唱本是简单的经卷，常演的经卷有《三
星》、《大赐福》、《酒池肉林》、《大香山》、
《舜王耕田》、《小天台》、《八仙过海》等。

1843 年之后，北路影由“影经”转为“流
口影”。此阶段是承德北路影戏的发展期。这
一时期的北路影没有影经和影卷，艺人根据故
事信口唱念。伴奏使用蒙古说书中的乐器拉琴，
并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二胡、小三弦、大锣、扁
鼓等，保留着蒙古诵经音调特征。

1875 年前后，随着唐山皮影艺人北上，促
进了“流口影”向“翻卷影”的演变。翻卷影
是承德北路影戏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北路影戏
对贴、打、拿、唱等要求进一步提高，使用了
四股弦作为伴奏乐器，腔调、唱法上从滦洲皮
影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北路影戏的音乐进一
步丰富并发展至成熟期。承德影戏呈现出明显
的南北合流趋势。音乐方面，承德影戏南北二
路的音乐的结构体制、发展手法、伴奏乐器等
方面渐趋一致。只是由于方言影响，北路影在
音乐审美风格方面更为古朴、粗犷。

三、承德南路影戏早期的发展 

滦洲影戏以唐山为界分为东路、西路两个
流派。（唐山则是东西路荟萃之地。）其中东
路影戏主要流行于昌黎、滦州、乐亭、滦南、
卢龙等地，这一地区地处平原。唱腔和道白使
用乐亭方言，唱腔旋律优美，演唱速度较慢，
素有曼声感人之说。滦洲西路影戏主要流传于

丰润、丰南、玉田、遵化等地。这一地区地处
燕山山脉和丘陵地带。西路滦洲影戏所处地区
的人民性格较为豪爽，语音刚健。因而唱腔高
亢粗犷、节奏轻快，语音质朴刚健，素有“快
马擎刀”之说。由于地缘关系，承德南路影戏
属于西路滦洲影戏的“边外影”。

承德南路影戏（原热河南部的“边外影”）
按“滦州皮影”流入情况与“边外影”演员世
系推算，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1900 年之前，
滦县以北、青龙以南的地区，流传的影戏是“老
影”。这种影戏每个班社只有四五个人，伴奏
乐器只有木鱼或铜钟，没有行当和男女声之别。
所演内容多为神话故事，如《封神榜》、《万仙镇》
等。

这一时期，西路滦洲影戏也开始传入这一
地区。这种影戏被热河南部人称为“新影”，
有人物角色的划分，用三弦伴奏，采用掐嗓唱法。
这种新影发展到 1914 年前后，班社人数扩展至
每个班八九个人，改用四股弦伴奏。热河南部
各县市在这一时期都纷纷在滦洲西路影戏的基
础上，办起本地的影戏班社。

西路滦洲影戏清朝末年就已经传入承德县，
在此基础上，六沟西山嘴张玉廷于光绪十一年

（1885）承德县六沟西山嘴办起了第一个皮影班。
1887 年，满杖子三道河的李轩又办起了另一个
影班。1919 年，刘二乐影班最早流入承德，在
市内南营子大街娘娘庙坎下演出了《万仙镇》、
《万宝镇》、《秦英征西》等影卷。后来迁安
县赵天福皮影班曾来承在市郊演出。

滦洲西路影戏流入兴隆县比较早。首先流
入到半壁山一带。清朝皇室在马兰峪修建皇陵，
半壁山并非“后龙风水禁地”，属遵化县管辖
的边远山区。在农闲时，很多滦洲影戏艺人出
关进山演出。据皮影艺人祁树春讲，其祖父祁
显瑞于光绪十年（1884），和三道河皮影艺人
王宝，经常与口里皮影班插班演出。光绪十一
年（1885）半壁山一带有了最早的固定皮影班，
称祁家影班，经常活动于宽城、承德府一带。
祁显瑞由遵化请来皮影艺人李跃，正式组成了 
7 人影班。

据皮影老艺人周占学、才占荣、翁春林的
回忆，光绪十九年（1893），迁西李琛 （艺
名疤拉眼）皮影班来宽城演出，光绪二十一年

（1895），迁西常明利皮影班来新甸子、碾子峪、
等地演出，他们招收宽城当地艺人为徒弟。促
进了当地影戏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
宽城境内始有三家孟老彩、椴木峪周朝皮影班
先后成立。宣统二年（1910），沟口子叶文成
又成立了皮影班。这三个影班活动于宽城、迁西、
青龙、平泉、承德、围场一带。演出影目有 《罗
通扫北》、《铁树开花》、《万宝阵》、《万
仙阵》、《卷龙毡》、《小西凉》、《高君宝
下南唐》等。

民国时期，承德南路影戏进一步发展着。
新中国成立前，承德县就先后成立了王秀、史
德贵、张义、范宝环、郭义、史万林等 6 个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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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班，全县共发展到 8 个，从业人员达 50 人。    
1935 年，承德市滦河街徐富国、阎营子阎庶、

鸡寇山安国钧先后组建本地皮影班。1940 年，
兴隆县的安子岭、王久江、姜怀宝等人向本村
王勤学皮影，组成安子岭皮影班。此后，龙窝
等地也陆续建起了皮影班。他们演出的影卷有

《四平山》、《刘公案》、《五锋会》、《杨家将》
等。

这一时期，滦洲影班纷纷流入，而且广开
收徒传艺之门，宽城先后有炮岭刘成禄、大屯
陈永恩、姜杖子王芳、岔沟万春堂、缸客沟翁
汉文等 11 个皮影班社成立。其中，万堂春皮影
班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该影班先后聚集
了李秀、陈永生、玄振荣、玄凤池、李景阳、
李树海、王树云、李文海、刘尚升等优秀艺人。
他们活跃在宽城、青龙、迁西一带。从 1919 年
至 1935 年为宽城境内皮影活动的兴盛阶段。

承德南路影戏的技艺随着滦洲影戏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着，到新中国成立前期，这种影戏
已经很普遍，并涌现了诸如青龙李秀这样的代
表性杰出艺人。

四、新中国成立后承德影戏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1966 年）是承德影
戏活动的繁荣时期。1950 年“胜利影社”在承
德市成立。该影社不仅演出《岳飞传》、《罗
通扫北》等传统剧目，也表演《抗美援朝》、《红嫂》
等现代剧目。1964 年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到承
德视察工作时，在避暑山庄观看了红嫂的演出
大加赞赏。这一时期承德市先后成立了 15 个影
社。承德县也先后办起 54 个皮影班、祥隆县先
后成立 14 个皮影班。

十年动乱中，影戏班社纷纷解散、影箱被毁、
影卷被烧、影戏停演。少数存活的影戏班社只
能演出现代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影戏得以复生。影戏
班社重新恢复，也有新组建的影社。传统剧本
重新得以上演。承德县 1976 年至 1982 年恢复
与重建的映射就有 52 个，从业人员 303 人。截
止到 1982 年兴隆县的影戏班社也多达 24 个之
多。

近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
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
人们审美观念也发生很大的改变。传统影戏艺
术的从业者和观众越来越少。进入新世纪以来
和很多其他地区的影戏一样，承德影戏成为濒
危的影戏剧种。其生存和发展面临举步维艰的
困境。

曾经有学者（任亦韬）于 2008 年对承德市
所辖各县区的皮影戏班社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实
地考察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承德共有皮
影戏班社二十九个，从业艺人一百二十人左右。
他统计到的影戏班社，大部分均属于承德南路
皮影戏的班社。在他的论文中所提及的北路承
德影戏班社有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尹国富

皮影班。另外，刘正爱的相关文论中提到宁城
县目前能参加演出的有 30 多人。宁城县的皮影
艺人较多，皮影艺术的传承保护情况总体要乐
观一些。任亦韬在其论文中所提及的南路的承
德皮影班社有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唐宝财的金星
民间综合艺术团皮影班、彭俊林皮影班、才东
洋皮影班、张明林皮影班。

由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很多新的艺术形
式吸引了大部分观众的注意力，导致皮影戏演
出市场的极度萎缩。同时，皮影戏艺人的演出
收入很低。承德皮影戏班社的成员一般为六个
人，每个人承担两个以上的任务，临时缺人的话，
不管演出有多累，也不会增加人员。即便是这样，
承德地区的影戏演出一晚上的收入仅仅有五十
元。这个收入远远不及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
所以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和从事皮影演出。
承德地区的皮影戏班社的艺人年龄大部分都在
六十岁以上，少部分是为五十岁至四十岁之间
的，基本没有四十岁以下的艺人。

五、结语 

承德影戏的流派划分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
程。早期的承德影戏分为南北两个流派，可以
分别称之为热北影戏、热南影戏。承德影戏发
展的后期，呈现出南北合流的情况。滦州影戏
的西路（或者称西派，也有的资料上称之为北
路）对承德地区南北两路影戏均产生了影响，
从而导致承德影戏南北合流。中国民间影戏的
流派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首先是有关中国影戏整体的流派划分问题。其
次是关于南方北方的影戏流派划分的问题。再
次是关于某一地区影戏的流派划分问题。最后
还有关于同一影戏剧种在不同地区传播过程中
也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对于地方影戏的流派及
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影戏的
艺术特征，也有助于我们在实际的保护传承工
作中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

参考文献：
[1] 庞彦强，张松岩主编 . 河北皮影·木偶 [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 2005.12.
[2] 江玉祥著 . 中国影戏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 ,1992.02.
[3]江玉祥著. 中国影戏与民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02.
[4] 秦振安 . 中国皮影戏之主流——滦州影 [M]. 中国台湾：

台湾省立博物馆出版部，1991.
[5] 江玉祥著 . 中国影戏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92.02.
[6]朱恒夫，刘衍青.中国皮影木偶戏剧本集成 1[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23.02.
[7]张军，毕鹏瑶，孟雨希，姚敬文著. 滦州影戏剧本研究[M].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 2020.12.
   [8] 翁偶虹著；张景山编 . 梨园鸿雪录 上 [M]. 北京：

文津出版社 , 201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