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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剧目文  化

首先是皮影靠子的尺寸大。腾冲皮影戏

属于“大皮影”，高度均在80厘米左右。因

尺寸较大，对制作工艺要求极严，选料、制皮、

浆皮、压皮、画稿、雕刻、敷彩、定型、衔

接等工序相互关联，要求制作过程一丝不苟。

“在《龟与鹤》中，乌龟和仙鹤的靠子尺寸

较原作都有明显放大。”张枝忠说，皮影靠

子不仅清晰展示了乌龟背壳上的花纹，甚至

连仙鹤的羽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有助于观

众沉浸于剧情中。其次是制作技艺多元融合。

腾冲皮影戏广泛吸收东南亚文化、中国少数

民族文化元素，集壁画、戏剧、画像砖、剪

纸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于一体，形成独特的

文化气质与艺术风格。

在唱腔上，腾冲皮影戏有男腔、女腔、

走马腔等多个类别。表演中，注重突出唱腔

的地方特色，大量吸收民族民间歌调，并在

对白中融入地方俗语、俚语，听起来妙趣横生。

据《保山地区志》记载，腾冲皮影戏受历史

文化、人文风情、自然环境等影响，大体形

成了“西腔”和“东腔”两大流派。“西腔”

音乐节奏轻快，唱腔高亢嘹亮，以灵动机巧

取胜；“东腔”音乐舒缓优雅，唱腔委婉细腻，

以古朴大方见长。

“《龟与鹤》没有对白，演出时，采用

播放配乐加现场表演的形式，注重呈现效果。”

张枝忠说，表演过程中，仙鹤扭动颈部、叼

啄乌龟等细微动作，都要通过表演者之手来

精准呈现，仿佛置身幕布后的就是真实的龟

与鹤。腾冲皮影戏对表演者的技艺要求颇高，

除做到一人控制3～ 4个皮影的动作外，还

要密切配合场上的配乐，兼顾旁白、唱腔和

操耍技巧。美轮美奂的影人、高亢委婉的唱腔、

娴熟默契的配合，构成了腾冲皮影戏堪称一

绝的艺术魅力。

《龟与鹤》剧情简介：
宁静的湖面碧波荡漾，水面荷花盛开，岸边杨柳依依。青蛙妈妈带着孩子外出游玩，

被乌龟发现，抓住青蛙宝宝就要吃掉。青蛙妈妈奋力抗争，终究实力悬殊。危急关头，

仙鹤及时出现，拯救了青蛙母子，与乌龟斗智斗勇，最终战胜乌龟。扫码看剧

新老交融推陈出新

2000年 6月，腾冲市固东镇被文化和旅游

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皮影）之乡”。2011

年 5月，腾冲皮影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12 年 12月，刘永周成为第四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

如今，刘永周的孙子刘朝侃作为皮影戏新

一代传承人，在腾冲注册成立腾冲皮影文化传承

发展有限公司，开展腾冲皮影戏保护、传承、创

新工作。2022年国庆节期间，云南腾冲4D秀·皮

影戏院正式开业。通过表演者手持皮影靠子，辅

以声光电全息投影，以及场景模拟技术、紫光皮

影技术等表演技艺，4D皮影戏给观众带来了全

新的观赏体验。古老的《龟与鹤》的故事，也以

全新的呈现形式焕发生机。

“《龟与鹤》作为固定剧目，几乎每天都

要表演3场以上，深受小朋友欢迎。”张枝忠说，

“借助高科技的声光电设备和精湛的表演技巧，

《龟与鹤》无论是氛围烘托，还是表演流畅度

和剧情呈现，都有着比肩儿童音乐电影的优秀

质感。”经典剧目与全新演绎手段的结合，让

以《龟与鹤》为代表的腾冲皮影戏为更多观众

知晓。

“制作复杂的皮影画，甚至需要10余名老

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珍贵的技艺不能失传。老

传统不能丢，新元素也要融入，皮影戏才能被时

代接受，代代传承。”刘朝侃说，在创新表演方

式之余，他还在皮影靠子制作技艺的保护传承上

发力。如今，在公司旗下的云南腾冲永周皮影馆，

游客不仅能观看到裸眼4D皮影戏，还能体验皮

影靠子制作和表演，身临其境感受腾冲皮影戏的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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