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结束公司的年会袁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家过年袁
不论多晚尧不论多远袁野回家过年冶总是牢牢刻在中国

人的基因里遥
闽南的年袁总是野声势浩大冶的遥除夕夜一定不能

早睡袁否则到了零点依旧会被喧天的鞭炮声吵醒袁这
是闽南人在野拜天公冶袁寓意接下来的一年阖家平安尧
万事顺意遥这时如果你打开窗袁还能看见沉睡在小镇

夜色中的房屋袁纷纷亮起灯来袁村里老人说除夕夜不

关灯袁一是热闹袁二是驱赶邪祟遥虽然都是些没有科

学依据的说法袁但一代代闽南人袁都在这样温情的传

统中积习相沿遥
扛着相机走街串巷袁 菜市场上卖年货的摊子挤

满了人袁平日里鲜少有人光顾的服装店袁都在显眼处

挂上了大红袄子遥街道两侧的居民们都很忙袁有的架

了梯子在贴春联袁 有的拿着加长版的拖把来回打扫

墙上的灰尘袁 还有的正从一大堆年货中挑出精致的

物什摆上贡桌噎噎值此辞旧迎新之际袁 家家户户都

赶忙着洒扫置办遥当夜幕随着鞭炮声降临袁村里的每

户人家袁都安排上了野跳火群冶遥野跳火群冶是闽南独特

的传统习俗袁用干麦穗和野草堆成堆袁点燃袁远看像

个小灯笼袁大人小孩们轮番从火堆旁跨过袁意在驱除

邪祟袁也意在迎接新岁遥闽南地区虽傍海而生袁年夜

饭却不同于往日的海鲜席面大餐袁而是野打边炉冶袁打
边炉与川渝地区的火锅很是相似袁但口味清淡袁锅底

多为大骨或海鲜袁 且不论家里有多少人袁 都同食一

锅袁不设鸳鸯锅尧四宫格等遥夜色正浓袁小镇灯火下的

团圆氛围随新月光辉袁撒满楼阁遥
过了除夕袁小镇戏台就热闹起来了遥南音尧高甲

戏尧布偶戏轮番占领古老的戏台袁糖葫芦尧海蛎煎尧四
果汤等摊子将村里的小孩们迷得走不动路遥 高甲戏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期袁打我记事开始袁家
里的老人就很喜欢看高甲戏袁 逢年过节村里都会请

戏班子来唱戏袁 这时年幼的我就负责早早地搬凳子

占座袁咿咿呀呀的音乐声一响袁我哪里还坐得住袁总
是跑到幕布后面偷看演职人员野化花脸冶要要要只见那

红的蓝的绿的颜料一般的东西直往脸上捣袁 加之细

长的刷子慢慢填充袁幕前锣鼓喧天袁幕后精描细刻袁
刺眼的白炽灯下袁 凝固着高甲戏传承人员的汗水与

心血遥从前总觉得戏台上的转场音乐是提前录好的袁
后来实在调皮袁到处乱窜袁挪开堆在戏台左侧的大箱

子时才发现袁原来转场的锣鼓声尧笛声袁都是现场演

奏的遥正所谓野台上十分钟袁台下十年功冶袁即使是在

如此简陋的乡村石头戏台上袁 高甲戏演职人员们也

拿出了百分的精力袁实在令人佩服遥思绪回笼袁孩童

嬉闹尧好曲在侧袁眼前这幅阖家团圆的好景象袁不知

抚慰了多少辛苦劳累一年的打工人的心灵遥
从小学到大学袁再到步入社会袁其实每一次过年

都有所不同袁 常听同龄人说起 野年味一年比一年淡

了冶袁其实换个角度想袁我们已经从学习尧享受年俗文

化的小孩袁 慢慢成长为宣传尧 传承年俗文化的大人

了遥儿时野跳火群冶时的新奇袁野打边炉冶时的温馨袁还
有戏台旁的好奇噎噎这些点滴往事袁 都汇成了独属

于闽南小孩的传统年俗见闻遥 我们在同一个环境中

生活良久袁难免会失去新鲜感袁觉得年味一年比一年

淡了袁但每年都有新的生命尧新的面孔袁盛世之下袁也
总会有新的文化融入传统年俗遥 惟愿在大扫除时偷

懒的你我袁在破旧戏台前乱窜的你我袁都能用心发现

藏在传统年俗里的传承奥秘袁肩负使命袁为这团圆的

年袁再添趣味遥
(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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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朋友来泉州旅游，专门去看了提线木偶戏，

她在跟我聊天时说起木偶戏的生动有趣，一下把我的记忆

拉回了童年———小时候，每逢“天公生辰”等吉庆盛事，傍

晚时分奶奶总会早早拿上椅子带我去庙会看戏。

离家近的庙会有两个戏台，一个戏台上演着高甲戏，

台下人山人海，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他们看得痴

迷。但我对台上那咿咿呀呀、不明剧情的戏剧并不感兴趣，

一到便冲向另一个戏台。这个戏台将人与舞台缩小到仅有

方寸大小，而在这方寸舞台上，上演着一场指尖艺术———

木偶戏。有趣的是观众似乎也等比例缩小，这仅方寸大小

的戏台旁围着一群充满好奇的小朋友。而我自然作为这群

小朋友中的一员，对木偶戏情有独钟。

泉州木偶戏有提线木偶戏和布袋木偶戏两种类型。泉

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又叫做“嘉礼戏”。木偶由

偶头、笼腹、四肢、提线和勾牌组成。偶头以樟、椴或柳木雕

成，内设机关，表情丰富；竹制胸腹，手有文、武之分，舞枪

弄棒，把盏挥扇，妙趣横生；脚分赤、靴、旦3种，勾牌与关节

间有提线。在所有的木偶戏表演中，提线木偶的难度是最

大的，每个木偶形象都设置有16条至30余条纤细的提线，

表演时全靠操纵这些线，让线下的木偶表演各种动作，细

腻传神，灵动自如———能跪能坐、能走能跑、能挥笔弄剑，

似乎有着充盈的生命感和活力。

我最爱的是布袋木偶戏，这也是我最常看到的木偶

戏。顾名思义，布袋木偶戏即能将戏偶套入十指，在手中操

弄。布袋木偶戏演员靠着灵活自如的手指，把各种木偶角

色表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最大特点是能一人操纵

多个角色，双手“指挥”着千军万马，用唱腔传达喜怒哀乐。

儿时我总喜欢走到戏台侧边，看着戏台内的两人四手五指

翻飞之间，操弄着不同的角色，配上古朴唱腔，咿咿呀呀；

每个戏班子配一支“小乐队”，奏上锣鼓民乐，丁零当啷，小

小戏台上的一出戏，在演员的双手里，道尽了人间的悲欢

离合与善恶美丑。

布袋木偶戏精于“隔帘讲古”，以说唱形式来讲述故事。

在所看的戏中，我对《大名府》印象最为深刻，几乎每年都能

看到这部戏。《大名府》取材于《水浒传》，以梁山泊化装成杂

耍艺人，混入大名府劫法场解救卢俊义为主线。当敲锣打鼓

声响起，帘子后走出一人，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且看那官

老爷往凳子上一坐，翘着个二郎腿，手里还摇着把小扇子，

心高气傲的形象就出来了。各路英雄化身杂耍艺人，摇着头

上的大壶、大碗，看得那官老爷瞪大双眼，连官帽都跟着摇

起来了。每每看到这我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杂耍不成，还有

美人助攻，一下把官老爷从凳子上引了下来……每次请的

戏班子并不固定，犹记得偶尔有表演者身高过高，高出了隔

帘，露出个大额头，惹得我在看台上忍不住捂嘴偷笑。

随着身边爱看戏的老人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儿时看戏

时认识的玩伴在我的记忆中淡出，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了，

奶奶也已离开了我。今年庙会看戏的人已不及当初的一

半，但于我而言今年多了一个特别的小观众———我的弟

弟。弟弟今年8岁，与我初次看戏时的年纪一般。我已迫不

及待地想带他去看看我小时候每年最期待的木偶戏，亟不

可待地想将奶奶带给我的回忆一并传递给弟弟。庆幸的

是，弟弟也很喜欢木偶戏，我与弟弟约定好明年再来看戏。

于一名观众而言，看着身边的一齐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心

中极其复杂：惋惜、悲凉连带着对儿时的怀念杂糅在一起，

也让我更加珍惜所看的每一场戏。

犹记得初次看戏时的惊奇与惊喜，正是喜欢布娃娃的

年纪，看着戏台上一个个布袋木偶在表演者手指翻动间出

现了生命，我便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种民间戏剧。形态各

异的布袋木偶栩栩如生，配上声情并茂的唱腔和台词，而

那锣鼓声更是精髓，故事的波澜起伏全由它衬托。在闽南

地区流传甚广的布袋木偶戏不仅是庙会上必备的桥段，更

是陪伴我长大的乡土印记。

渊公共事务学院22级社会工作1班 陈玮宁冤

春节在一阵阵爆竹声中过去了，随之而

来的是对于我的家乡及家乡的人们而言热闹

非凡的节日———元宵节。在我的家乡，元宵节

有一个习俗———舞龙，大家用道具重现神话

传说中龙的身影，在街头自由地穿梭。舞龙不

仅是一个习俗，更是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我的家乡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台江县，舞

龙这项传统习俗除了本地人家喻户晓外，在

外省也有不小的名气，每年都会有许多外地

的游客慕名而来，为求一观这被誉为“勇敢

者的游戏”的活动。贵州的“龙”分为“火龙”

和“水龙”，“火龙”是在烟花铁水中奋勇前

行，“水龙”则是带动全城一起狂欢。而在我

的家乡，舞龙之所以被称为“勇敢者的游

戏”，自然是因为这条龙是在一片烟花铁水

中舞出来的。

临近元宵节时，大家会以街道或村为单

位，开始用道具制作象征着祥瑞与吉兆的

“龙”，在制作完成后，通常由一群身体健壮的

男子举着到街道上挨家挨户地拜年，将“龙”

的祥瑞带到各家各户。除此之外，每年元宵节

还会有“舞龙嘘花”比赛，即看哪一条“龙”舞

得最好，并且得到的祝福最多，哪一条“龙”就

获胜。所谓的祝福也就是嘘花———人们会将

自己手中装有火药和铁屑的竹筒点燃，对准

自己认为舞得最好的那一条龙喷射。为了在

比赛中一举夺魁，舞龙队还会花费大量的时

间练习舞龙。舞龙比赛时，每一条龙都活灵活

现，在一片火海与人们的祝福中欢快地“翱

翔”，尽管已经看过无数次，我依然觉得十分

震撼，因场面之盛大，所以大家也十分期待元

宵节的到来。

为了将气氛与人们的积极性带动起来，

舞龙队通常在农历正月十三那一天，就会将

自己队伍的“龙”舞上街，遇到“同类”还会就

地比较起来，只是没有那火光与之相伴，虽是

有意思，但却没能到震撼的地步。到了正月十

五那一天，人们会早早地聚集在舞龙比赛的

地点，手拿着竹筒，等待着各条“龙”的到来。

当“龙”还未来抵达大家面前时，大家就已经

知道他们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组除了

有舞龙队以外，还会有“气氛组”配以锣鼓、唢

呐等各种民族乐器以营造热烈、欢快、喜庆的

氛围。比赛刚开始时，“嘘花”的人不是很多，

但到了比赛高潮时，大家不再拘谨，将手中的

竹筒瞄准心目中最好的那条“龙”，将自己的

祝福送给他们。而这场比赛之所以被称为“勇

敢者的游戏”，不仅是舞龙者也同样沐浴在这

片火海中，更是因为舞龙队的每个人都是光

着上半身的，他们与自己的“龙”共同沐浴在

火光之中，毫不保留地接受着火花与人们声

声祝福的洗礼。

这场比赛往往会持续五个小时，每个人

都在尽情地呐喊，尽情地享受节日带来的喜

悦。舞龙者舞动着色彩绚丽的长龙，在舞龙者

的辛苦练习下，一条条“龙”在街头翻滚跳跃，

腾挪盘旋，仿佛像活过来了，这一场景伴随着

如火树银花般的火海，与喜庆的锣鼓声，观众

们得以欣赏到了一场视觉、听觉的双重盛宴。

舞龙不仅体现出了当地人的勇气，还被当地

人民寄予了对未来的期望。这场比赛的观众

并不只有本地人，还有许多的外地游客，大部

分游客是慕名而来，想要一观这一盛大的比

赛。但我猜想：外地游客来欣赏这场比赛，或

许不仅仅是想要观看一场盛宴，更是想要感

受当地人的淳朴、感受这份炽热的祝福……

随着锣鼓声的远去，人群亦会渐渐散去，

这一场盛宴就这样落下帷幕，虽然声音会远，

人群会散，比赛也会结束，但我们对彼此的祝

福永远会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我相

信，家乡会在这一声声祝福中风调雨顺、日益

繁荣。

(会计学院22税收1班 杨芳芳)

最爱布袋木偶戏

作为闽东之光，沙埕铁枝是福建省沙埕

一带元宵节的民俗活动。根据《刘氏宗谱》的

记载，刘氏祖先在乾隆年间从泉州永春迁移

到沙埕等地。他们沿袭了传统，在节日、庆典、

神诞、庙会等重要日子举行搬铁枝活动。这一

活动通常在每年的正月十三至十五日举行，

当地渔民通过这一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年

年有余。

沙埕铁枝源于古代祈福的仪式，人们抬

着用铁制成的巨大树枝在街头游行，寓意着

驱邪避祟、祈求平安。这一习俗流传至今，成

为了当地的一大民俗。沙埕铁枝是一项独特

的技术，表演者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和实践

才能掌握这项技术。而铁枝的制作需要精确

的工艺和技巧，以确保铁枝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制作铁枝的材料通常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铁条，再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最终形成各种

形状和图案。

伴着“嘭嘭”的鼓点，沙埕的街头巷尾充

满了欢声笑语。人们穿着新衣，手持灯笼，观

看铁枝游行，共享节日的欢乐。场地设在一片

宽敞的广场上，四周被观众簇拥着，他们的目

光所至之处，高大的铁枝在光照下闪烁着金

属的光泽，犹如一根巨大的长矛，直指天空，

引人注目。表演舞台搭建在场地中央，高度相

当于三层楼，格外壮观。顶层枝干呈螺旋状，

如云中瑶台，支撑着小演员们在空中进行各

种高难度的动作。

随着音乐的奏响，现场的气氛逐渐活跃。

小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陆续登上铁枝。他

们年龄虽小，但却毫不怯场，精神抖擞地站在

高高的枝干上，向观众展示自信的笑容，并做

着高难度的动作。他们手中的各色道具纷纷

亮相：有的手持长剑，英姿飒爽；有的拿着扇

子，轻盈翻飞；还有的怀抱琵琶，弹奏出动人

的旋律。他们在铁枝上翩翩起舞，俨然仙童般

如真似幻。观众们为孩子们的勇敢和技艺点

赞，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小演员们或对观

众挥手微笑，或向观众撒花祝福，逐渐将现场

的气氛推向高潮。他们的表演充满了热情和

活力，仿佛要将所有的欢乐和祝福都传递给

观众。在表演过程中，还穿插了各种精彩环

节。铁枝上的小演员会抛洒糖果、红包等礼

物，观众们争相哄抢，现场气氛愈发热烈。有

时，小演员还会进行特技表演，如空中翻转、

交叉穿越等，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夜幕降临，铁枝表演愈发壮观。灯光照亮

了整个舞台，五彩斑斓的道具在空中闪烁，犹

如梦幻般的仙境。小演员们则在灯光的映衬

下，展现出更加夺目的神态。每一次铁枝与身

体的接触，都伴随着观众们的惊呼和尖叫，现

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这就是沙埕铁枝的

魅力所在，它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小演员们站在那么高

的地方，面对着巨大的风险，却能够保持镇定

和自信，这是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热爱，

也是他们对观众的尊重和感激。这样的表演

让人感到震撼和感动，也让人更加珍惜这样

的民间文化。

除了铁枝的制作和表演技巧外，福鼎沙

埕铁枝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

这项传统民俗活动源于渔家传统民俗文化，

是渔民祈求平安、繁荣和幸福的象征。而在福

鼎沙埕也流传着孩子绑铁枝、伴妈祖神游后，

能够平平安安成长的说法，因而每年沙埕都

有众多孩子争先恐后地想绑铁枝。在表演过

程中，铁枝的主题和内容也反映了当地的历

史文化，如“丝路良港”、“太姥祈福”和“蟠桃

会”等。这些主题和内容不仅展示了当地的历

史文化，也反映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除了铁枝游行，沙埕还有其他的民俗文化

活动，如祭灶王爷、吃汤圆、放鞭炮等。这些活

动共同构成了沙埕独特的文化，传承了千年

的传统文化魅力。

沙埕铁枝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历经百年风

霜，底色不变，底蕴却愈发浓厚，其融合了多

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申

遗成功后，沙埕铁枝成为了闽东地区一张亮

丽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连接闽东与世界的

文化纽带。

(公共事务学院2023级行政管理1班 卢

静景)

台阁架起“元宵热”

舞龙闹元宵

嗨 ，过 年 啦 ！

闽剧：福州记忆
历史的长河滚滚东流，文脉的赓续在其中生生不息。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如一台照相机，记录下每一段属于这

片土地的独家记忆。我的家乡———福州也不例外。榕城非

遗，历久弥新，坐落在上下杭的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就将这一段段回忆拼凑成漫长的故事，向每一位来客娓

娓道来。

福乐、福匠、福韵、福传、福人展区五福临门，而我的目

光落在了福乐展区的“闽剧”中。一个个精致的闽剧演员小

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模拟《珍珠塔》中的场景，栩栩如生。

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闽剧，历史悠久、意蕴丰富，自明

末诞生起，它便是福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谈及闽剧，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年幼时。记得奶

奶是个老戏迷，和爷爷恋爱时便爱听戏，以至于我小时候

每次见到老式的收音机，里头都在播放着慷慨激昂的闽剧

唱词，《荔枝换绛桃》《紫玉钗》《孟姜女》……一个个故事，

一段段人生，通过福州方言的精彩演绎，便成了每个福州

人心底的一段段传奇。字字句句，宛如层层叠叠的浪花一

般，溯着流淌的闽江水传遍四方。“唱念做打，缺了哪样都

不完美，选择了这条路啊，我们要走到底才行。”这是奶奶

认识的一位村子中的闽剧演员说的。早在2006年，闽剧就

入选了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无疑是闽剧作为优

良文化基因的最好证明。“闽剧的发展，还需要看下一代的

努力啊！”她意味深长地感慨道。

一次，我有幸同奶奶一块走进幕后，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每个演员忙碌的身影，他们从未停下手中的动作，争

分夺秒地为上台做准备。繁重的头饰和复杂的妆容，那些

之于我们而言夸张的装饰，都是闽剧演员们传承闽都文化

的闪亮勋章。“在我们闽剧班，学生五点就要起床，六点就

开始上早课。”这是每一位闽剧演员的必经之路。《韩非子》

中提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正

是无数个闽剧演员迈出的“跬步”，才铸就了如今闽剧发展

的“千里”。过去的荣耀诚然重要，但闽剧未来的道路亟需

一个愈来愈壮大的队伍。

福建省“水仙花”戏剧奖就为培养福建闽剧人才提供

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自创办起，“水仙花”戏剧奖就受到中

国文联以及各个省级组织的高度重视。来自省内各地的闽

剧演员团聚于此，舞动长袖，倾诉衷肠。唱词之下不仅有角

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还有每一个闽剧演员的汗水与

辛勤。在比赛中不仅有福州土生土长的闽剧，还有京剧、越

剧等等在全国范围里影响力颇大的剧种。从去年五月份落

幕的第十六届比赛来看，获奖的优秀闽剧不在少数。在“水

仙花”这场盛大的舞台上，闽剧便要做永远盛放的那一朵，

汲取源源不断的养料，将闽都文化的芬芳洒至四海、唱遍

天下。

不仅如此，推动闽剧创新型发展更是对整个福州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做出的巨大贡献。福州市秉承“见人见

物见生活”理念，对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社会作出了诸多重

要措施———如加快非遗传承展示设施建设、完善其项目评

估和监测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都是为了定格

这犹如星海般耀眼的榕城记忆。

闽剧并非是极少数人所观看的阳春白雪，而是富含人

间烟火的宝藏。而今，它跨越时空而来，那一声声熟悉又亲

切的福州方言，给予了无数人温暖而坚定的力量。经过数

年的发展，它已不仅仅是闽都文化珍贵的一块，亦是每个

福州人民灵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传承闽剧文化，每

一个福州人都正在路上。

(公共事务学院23级行政管理1班 黄欣瑶)

河南处于秦岭淮河一带，属中国中部地区，我的家乡

有着许多民俗活动，其中，信阳皮影戏历史悠久，是在特定

民俗活动中常见的民间剧种之一。目前，大家依然延续着

在添丁、考学、乔迁、发财等多种喜事场合请皮影戏班唱戏

还愿的习俗。皮影戏音乐细腻柔婉，真假声交替，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了中国南北方音乐风格相融的文化现象。

皮影戏人数不多，秉承少而精的特点，台前两三位演

员边操控影人边唱，台后几位师傅各自操持着相应乐器为

其伴奏。皮影色泽光鲜亮丽，讲究“三分雕刻，七分着色”，

含生、旦、净、丑。影人的头饰、头部、身体等均可分离，通过

头像变化展现人物角色的丰富内心。除此之外，还会有精

美的动物、工具等小物件，带给观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通

常情况下，影戏内容多与神灵有关，其中神仙戏目、历史题

材的剧目占较大的比例。《封神榜》《八仙闹海》等是当前常

演的剧目。因此，另有“神戏”“还愿戏”等称呼。

皮影戏精彩绝伦，其中最好看的当属夜晚的灯戏。灯

光映衬下的皮影更清晰，颜色更鲜明。乡亲邻里间带着自

家的小板凳，齐聚一堂。哪怕已经看过了许多遍，也依然会

聚精会神地关注着人影的动作。在众多戏里，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三打白骨精》，几张小小的剪纸人物却有着鲜明

的特征，让人一眼便能认出姓甚名谁。其中孙悟空和白骨

精在表演人员灵巧的操弄下，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场淋漓

尽致的打戏。小小的戏台，屈指可数的人物，却唱出了悲欢

离合，展现了人间百态。

别看皮影戏如今如此风光，它也曾经历过低谷期。20

世纪60年代，皮影戏被禁演，影人、戏箱更是惨遭损毁。但

好在改革开放之后，皮影戏逐渐复兴，并以迅速发展之势

迎来了地方艺术高峰，还出现了女演员唱戏的现象。传统

的皮影戏传男不传女，改革开放的正确指导政策进一步满

足了剧种人物表演的实际需要，使更多女演员出现在大众

视野。在皮影戏传承过程中，中青年人加入了文化传承的

队伍，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思想大胆开放，善于借助网络

平台进行传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得到了

更多人的关注。

不仅如此，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传统皮影戏暗

含的封建迷信思想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皮影戏表演关

于鬼神的内容逐渐被简化，涉及封建落后的演出内容也

有所删减。只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统文化才能得到

长远的发展。并且皮影戏在传承的过程中与商业娱乐性

活动结合，以往只是为了酬神还愿的表演慢慢向娱乐大

众群体的方向靠拢，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

然而，皮影戏的发展传承依旧面临着威胁。当前社会

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信阳皮

影戏如今的传承者以中老年为主，因而表演的剧目数目不

多，缺乏创新，且存在着传承渠道的匮乏、与当代艺术审美

不大相符等问题，造成了皮影戏日益衰落的局面。而我们

不能坐视不管，眼睁睁看着优秀传统文化陨落，为此，我们

需要培养传承思想，尽可能将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传

承下去。

皮影戏伴我成长至今，在我的童年皮影戏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它不仅给予我如武松一般的勇敢，亦教会了

我如孙悟空一般的正义。于幼时的我而言，皮影戏不仅是

一个传统文化，更是我的伙伴，它陪伴我成长，给予我力

量，更是用一个个故事培养了我正确的价值观。在我的心

中，皮影戏依然如我童年时那般熠熠生辉。

(金融学院23级投资学班 代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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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皮影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