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張坤榮成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傳承人。和另一位傳承人徐二男守着「口口
相傳」的200多個劇目不同，張坤榮更傾向於市
場化運作，「現在劇團常演的皮影戲有18個，每
個戲時間長度控制在20分鐘左右，內容以觀眾喜
歡、質量高、可看性強的戲為主。」
張坤榮認為，現在的市場經濟使得民眾生活節

奏快，而歌舞等娛樂項目不斷增加，但皮影作為
傳統藝術的價值和魅力並沒有減弱。「我們到幼
兒園到大學，小朋友、大朋友都很喜歡。」

獲「最佳傳承獎」
第21屆國際木聯大會暨國際木偶節期間，組委

會把「最佳傳承獎」授給了海寧皮影藝術團表演
的《火焰山》。
現年76歲的張坤榮仍是劇團的主演，但在他看

來，隨着政府不斷加強皮影戲的保護，現在海寧
皮影劇團的新力量已能「獨當一面」，盼望皮影
戲能早日脫離重點搶救的傳統民間藝術項目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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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道盡千古事
雙手對舞對舞百萬兵 ■■如今能製作皮影的人也如今能製作皮影的人也

很少了很少了。。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海寧皮影戲自南宋傳入，即與
當地的「海塘鹽工曲」和「海寧
小調」相融合，並吸收了「弋陽
腔」等古典聲腔，改北曲為南

腔，形成以「弋陽腔」、「海鹽腔」兩大聲腔
為基調的古風音樂；曲調高亢、激昂，宛轉幽
雅，配以笛子、嗩吶、二胡等江南絲竹，節奏
明快悠揚，極富水鄉韻味。同時將唱詞和道白
改成海寧方言，成為民間婚嫁、壽慶、祈神等

場合的常演節目。再則，海寧盛產蠶絲，民間
有祈求蠶神風俗，皮影戲也因長演「蠶花
戲」，稱作「蠶花班」。

海寧皮影的人像用羊皮或牛皮為材料，通
過繪圖、剪形、勾線、上色、縫製插籤等工
序製成，主要特點是：「少雕鏤、重彩繪、
單線平塗」，臉形圓活、單眼側面、少誇
張、近實像、富「人情」味；整體以單手、
並足（側身）為主，頗具民族民間特色。

「「三尺生絹作戲台三尺生絹作戲台，，全憑十指逞詼諧全憑十指逞詼諧。。一口一口

道盡千年事道盡千年事，，雙手對舞百萬兵雙手對舞百萬兵。」。」作為皮影戲作為皮影戲

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浙江海浙江海

寧皮影劇團的張坤榮自寧皮影劇團的張坤榮自19581958年從藝至今年從藝至今，，已已

為為7070多個國家的首腦表演過皮影戲多個國家的首腦表演過皮影戲。。在日前在日前

舉行的舉行的「「第十二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第十二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上上，，

海寧皮影戲海寧皮影戲《《水漫金山水漫金山》》獲得民間藝術表演獲得民間藝術表演

獎獎，，這也是中國民間文藝界的最高獎項這也是中國民間文藝界的最高獎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施倩高施倩 浙江報道浙江報道

非遺傳人為非遺傳人為7070國首腦表演國首腦表演 海寧皮影戲海寧皮影戲拓拓「「文化外交文化外交」」

皮影戲亦稱影子戲、燈影戲、羊皮戲，是中國古老而
精美的傀儡戲，法國史學家喬治·薩杜爾稱它為

「世界電影的始祖」，而海寧皮影則是江南皮影的典型代
表。在浙江傳統戲劇系列展演上，其他舞台前人煙稀少，
但海寧皮影劇團台前，觀眾裡三層外三層。年過七旬的張
坤榮穿着白色對襟唐裝，在台前把持孫悟空影偶形體上的
竹籤，孫悟空在他的操作下或行或坐，或飛騰或打鬥。這
一出《三打白骨精》時長19分鐘，每一步都已記在張坤
榮的腦中。

陳毅看完未盡興 要學「耍皮影」
張坤榮說，自己進入海寧皮影劇團時，恰逢皮影戲的

「輝煌期」。1958年，浙江省文化廳公開招收皮影學
員。因腿疾輟學在家的張坤榮在父母的慫恿下報名參加考
試。「那時候還是浙江皮影劇團，因為皮影戲火熱，想要
考進去當學員很難，不但要嗓子好能唱，還要考文化
課。」當時的練習，在張坤榮看來，真正地稱得上是「聞
雞起舞」。張坤榮說，自己曾為了演活孫悟空，連續好幾
天觀察猴子的動作。
而當年外賓來北京、上海訪問，浙江省政府都會讓皮影
劇團做招待演出。張坤榮說，那麼多官員觀眾中，印象最
深的就是陳毅副總理。當時「緬軍之父」吳奈溫曾在陳毅
的陪同下來浙江。「演出結束後，一般都是有人獻花、合

影，然後歡送領導就結束了，
但是陳老總（陳毅）看完演出
後興致很高，合影結束就說跟
我學習操作皮影，並學習了幾
個動作。」
本來嚴肅的氛圍被陳毅的

「耍皮影」和幾句話搞活躍
了，他說，「不要以為我外交
部長是搞外交的，你們也是搞
外交的。」海寧皮影在當時就
被陳毅定義為「文化外交」，
此後陳毅也多次來杭州看皮影
戲，一直為浙江皮影「做宣

傳」。1965年，當時國務院內務部部長曾山陪同阿富汗
內政部部長來杭州觀看皮影。曾山說，這次特地到浙江看
皮影戲是陳毅極力推薦的，陳毅特別強調了皮影戲值得一
看，「因為質量很高」。

不用字幕看動作 外賓也能懂
1958年到1969年12月這段期間，浙江海寧皮影劇團
盛名在外，張坤榮前前後後為70多個國家的黨政代表團
表演了海寧皮影。張坤榮認為，海寧皮影之所以能擔負
招待外賓的重任，主要是因為外賓能看得懂皮影表演的
故事，「皮影戲童話劇不用字幕、不用解釋，只看動作
就能理解」。
但文革時期，因為劇目被認定為「唱帝王將相」，所以

皮影藝術也成為「封建迷信」。浙江皮影藝術團解散後，
張坤榮也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系統生活」，先後任職
海寧文化局、海寧市政府。直至2000年退休，數十年不
碰皮影的張坤榮被請出山。
「剛開始我也覺得有些難堪，後來還是抵不住對皮影的

熱愛，重新加入了海寧皮影藝術團。」曾經的同事看到老領
導搬着裝皮影的箱子，都勸張坤榮在劇團指導演出即可，不
必親自上陣。但因為長時間的空白期，現在全海寧能唱皮影
戲的也就20多個人。三十年的空白期並沒有使得張坤榮的
技藝褪去，「從小就學的技術，你是不會忘記的」。

■■張坤榮把角色的每一個動作張坤榮把角色的每一個動作
都熟記於心都熟記於心。。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海寧皮影是江南海寧皮影是江南
皮影的典型代表皮影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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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運作 藝術價值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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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資本市場就寶能系增持萬科股權引發的爭論，引起了商界甚

至經濟學界兩種思想及觀念的碰撞。常識告訴我們：任何投資人，

在選擇投資方向的時候，需要對被投資企業的行業、盈利能力、可

持續發展、負債水平、特別是被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團隊等因素進

行綜合評估。也就是說，寶能是認同萬科經營團隊的。但令人訝異

的是，萬科的負責人竟然說出寶能的投資是「野蠻人」來敲門。

「野蠻人」一詞原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金融危
機期間，是人們對在華爾街「劫持」投資人的不良職
業經理人和基金經理的指責。可能有人錯誤理解為是
對投資人、股東或者老闆的「指控」了。那麼我們來
討論一下在這次事件中究竟誰是「野蠻人」？

讓投資人監督及參與
企業才是健康正常的

一直以來，社會上都廣泛認為「萬科」的團隊是優
秀的，他們的企業文化是良好的。本人高度評價萬科
這些年獲得的顯著成功，同時一直覺得萬科也存在着
眾多不穩定及風險因素，比如股權相當分散。寶能進
來之前，華潤持股長期保持在14%左右，而且，華潤
只作為財務投資人，從不過問萬科的經營和管理。投
資人有兩種：一種是甩手掌櫃，英文叫「hand off」，
任由經理人操盤，經理人幹砸了，投資人把公司一賣
了事，經理人誤把自己當主人（老闆）；另一種是嚴
父，盯着經理人把事情幹好，不然的話，並不是我
走，而是你滾，英文叫「hand on」。萬科的情況顯然
不屬於第一種情況，所以職業經理人長期以「老闆」
自居，明明不是「老闆」而把自己定位為「老闆」，
這顯然是不健康的。一年前，萬科團隊提出了一個奇
怪的「思路」，他們要成立「經理人聯盟」來長期控
制企業。我們知道，職業經理人是受薪工作的，是管
理、經營的團隊，不應該由職業經理人反過來選擇和
控制股東。當你不認同你所服務的企業時，你可以選
擇離開。我始終相信一個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到哪裡都

是受歡迎的。職業經理人從來都是為股東（投資人）
服務並創造價值的。假如萬科「經理人聯盟」的想法
成立，那麼各位學者及企業家請思考一下，是不是你
的企業也隨時可能發生「政變」？我認為，如果職業
經理人很喜歡自己服務的企業，唯一正確的方法就是
好好工作，把企業經營管理好。
職業經理人如果通過任何方式獲得了一定的資本，

建立起信任你的股東聯盟或投資人聯盟（如果一定要
說「聯盟」的話），也可以讓你相對穩定地「控制」
和經營這些企業。這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比如香港
東亞銀行的李國寶，他的家族持股量不足5%，卻長期
控制並管理東亞銀行。也有作為企業的創辦人，一直
獲得大股東的高度認同及信任而長期擔任企業的管理
者，比如阿里巴巴的馬雲和騰訊的馬化騰。阿里巴巴
的大股東來自日本，持股達到35%，而騰訊的大股東
來自南非，持股量也接近35%，馬雲、馬化騰儘管長
期維持10%左右的持股量，但誰都知道，如果不是馬
雲和馬化騰，他們的企業也根本就不能成為阿里和騰
訊，相信這兩家企業的大股東自始到終都沒想過「接
管」阿里和騰訊。我們熟悉的類似形式的企業還有
「華為」及「平安」，華為由所有經營者（持股委員
會）持有企業大部分股權，而絕大部分員工都信任任
正非。「平安」儘管同樣股權分散，但馬明哲的威信
很高、實幹、低調。財務報告顯示，任正非及馬明哲
持股量都沒有達到1%，但他們靠超凡的經營本領，長
期獲得股東或他們的員工（持股委員會）的支持和信
任。為什麼任正非和馬明哲可以如此淡定，而萬科的
經營團隊不可以呢？職業經理人不能夠要求投資人完

全不過問企業經營和管理狀況。換句話說，職業經理
人應該讓投資人監督及參與他們所投資的企業，這樣
的企業才是健康的、正常的。
最近不少媒體的評論員把本次事件理解為「萬科」

與「寶能」之爭，這是嚴重錯誤的。「萬科」是被
「爭」對象（標的），從來就沒有「爭」的資格和理
由。如果一定要說出爭奪兩方，那只能是「華潤」與
「寶能」之爭。在文明的商業社會裡，商場上的
「爭」通常是用「錢」來「爭」，不應該用「嘴」來
「爭」，別人投了兩百多億，華潤投三百億不就
「爭」贏了嗎？我還要糾正萬科某些職業經理人的一
個觀念就是，他們認為華潤可以提供優質的董事，而
寶能不可以。我想告知所有人，優質的董事是通過資
本可以選擇到的，也就是說，是用錢能選得到的，不
信的話，你出年薪10億，連陳紅天、黃文仔這樣的人
都能給你當董事。

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
誰的企業誰說話算數

指責寶能是敵意收購，也是不能成立的，前面說
過：投資人看好並投資某企業（標的），無論是什麼
企業，只要職業經理人心態健康，就應該高興、應該
歡迎，因為你們經營和管理的企業受到了投資人的認
可，據本人長期觀察的結果，但凡不歡迎投資者或認
為投資者是「敵意」的說法，絕大多數都是指責一方
心理上的原因。至於投資人以前是否賣過菜，或者放
過牛，這全部與被投資企業的職業經理人無關。如果

我們一定要關心他們的「身世」和「背景」，只能彰
顯出賣過菜的投資人更優秀。
在資本市場和企業經營中，我們必須遵守這樣一種

遊戲規則：企業是誰的，就應該誰說話算數或者聽誰
的，這是常識。企業分紅的時候，佔20%股權的人分
20%的利潤，佔1%股權的人分1%的利潤。如果企業
虧損或者嚴重虧損，甚至是破產，造成的損失也是按
比例承擔的。職業經理人是受薪工作的，除了績效工
資以外，企業盈虧幾乎與職業經理人的收入無關。職
業經理人及其團隊應該尊重每一個股東（投資人），
及時把經營上的重大決策向他們報告，並咨詢他們的
意見，這才是健康的。職業經理人不喜歡新的股東，
或者不喜歡「老闆」，我們都知道，他只有一個做
法，那就是辭職另謀高就。北方話叫做「滾蛋」，廣
東話叫「劈炮」。
事件中究竟誰是「野蠻人」？還是由讀者來判斷

吧。
（本文純屬學術討論，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的

觀點，與刊物立場無關。）

誰是「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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