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採訪「袖珍夫妻」時，他們一直拒絕我拍
照，經過一番勸說，丈夫古月同意坐在板凳上隨
便拍幾張。「你們採訪我們、宣傳我們，我們很

高興，但是我希望你們能多報道皮影戲，少報道我的身高，可以
嗎？」妻子楊素璇試探性地問。旁邊攤位的攤主走過來說：「體現他
們的矮小並不難，你們妙筆生花，要體現他們內心的堅持，這份對藝
術的執着很不容易。莫要『小看』他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中獲悉，皮影戲並非古月唯一的選擇。無論

是從前在家經營小賣部，抑或他的雕刻手藝，賺錢皆遠勝於「折騰」
皮影戲。但他與世上所有執着於夢想的年輕人一樣，在追夢的崎嶇路
上奮然前行。在非遺傳承這條路上，他的背影格外偉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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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別小看「袖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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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袖珍夫妻」相比，同在重慶
的「袖珍三兄弟」境遇就好了許
多——由路沛剛、楊金浩、賈雲龍
三人合建的「小腳丫皮影藝術團」
已經找到了市場突破口：他們在重
慶北碚區，與學校與社會教育機構
合作，專為小朋友們演出皮影戲。
在美麗的皮影世界裡，他們永遠是
年輕的藝術家。

「落地為兄弟 何必骨肉親」
雖然以兄弟相稱，路沛剛、楊金

浩、賈雲龍三人其實連老鄉都不
是。路沛剛今年30歲，來自江蘇徐
州，身高1.47米；賈雲龍29歲，老
家黑龍江齊齊哈爾，身高1.40米；
楊金浩最小，24歲，身高也最矮，
剛到1.2米，安徽阜陽人。三個人都
來自農村家庭，家境都一般，也同
樣因為身高曾經感到自卑。

從10歲開始，三個人都被確診為
腦垂體發育不良，這輩子永遠也長
不高了。相較於其他兩位兄弟，賈
雲龍稱自己比較幸運，「我安安穩
穩地上了大學，體驗過大學生活。
他倆都羨慕我。」
大學畢業後的賈雲龍一直沒找到

合適工作，直到2014年，他了解到
陝西渭南的傳統皮影戲老師為傳承
非遺文化免費招收學徒，這讓學動
畫專業的賈雲龍備感興趣，隻身來
到陝西渭南，自此認識了路沛剛和
楊金浩，也與皮影戲結下了不解之
緣。學成後的三個人不想分開，乾
脆在一起在重慶組了個團，以兄弟
相稱。賈雲龍說，自己很喜歡一句
古詩「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
親」，他們三人便是如此。

融新老元素 望經久不衰
「小朋友們，大家看過動畫片

嗎？今天要看的皮影戲，可是動畫
片的鼻祖！」每次為小朋友演出
前，路沛剛都會這樣介紹，三兄弟
為了迎合小朋友們的喜好，不僅會
演出《西遊記》之類經典的皮影
戲，也會演出「喜羊羊與灰太
狼」、「大頭兒子小頭爸爸」等現

代動畫片片段。
「小朋友，你們知道我是誰

嗎？」楊金浩在幕後一邊擺弄竹
竿，一邊說道。
「孩子們很喜歡我們自己編排的

動畫」，賈雲龍說，演出結束後，
許多小朋友還嘗試擠到後台，央求
自己把皮影竿借給他們玩。「看着
孩子們一邊玩一邊哈哈笑，心裡很
有成就感。」
楊金浩說，皮影戲表演有時候時

間很長，比如去年過年，三人受邀
到山西大同進行表演，演了一個
月，天天從下午 5點演到晚上 10
點，身體吃不消不說，過年連家都

沒回去，三人說到此，都覺得挺對
不起父母。
在工作上，兄弟三人的分工很明

確，楊金浩負責皮影原皮的雕刻，
學過繪畫的賈雲龍負責繪圖上色，
路沛剛則負責製作操作竿並連接上
皮影。
關於未來，兄弟三人希望，在自

力更生的前提下，能將皮影戲發揚
光大。「是皮影戲讓我們的生活變
得多彩，我們也會將皮影戲作為終
生事業。」兄弟仨表示，傳統的皮
影戲也可以與時俱進，挖掘老的東
西，融合新的元素，使文化遺產經
久不衰。

皮影戲又稱
「影子戲」、
「燈影戲」或

「土影戲」，在有些地區又叫「皮猴
戲」、「紙影戲」等，是用燈光照射
獸皮或紙版雕刻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
故事的戲劇。皮影戲發源於中國陝
西，距今已有逾千年歷史，是世界上
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動影畫藝術，有人
認為皮影戲是現代「電影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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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戲

為小朋友演出 藝術永遠年輕

皮影戲是中國民間古老的文化

藝術，始於戰國，盛於唐宋。幾

張精心繪製的皮影，一塊白布，

數盞燭光，樂聲悠揚，曲調陣陣，藝人們藏於幕後操縱竹

竿、寓故事於畫面，這是古人的智慧。有一群社會特殊群

體在傳承皮影戲上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皮影燈光打下

來，他們不用擔心自己的影子出現在幕布上，他們是身形

小巧的「袖珍人」，醫學上稱「矮小綜合症」或「侏儒症」。在

山城重慶，「袖珍人」自發組成了各種皮影藝術團，活躍於

民間的節慶演出，形成了極具非遺特色的文化產業。在他

們小小的身軀內，蘊藏着豐富的藝術情感、埋藏着皮影文

化傳承之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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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下燈下

小小身軀蘊藏文化傳承夢 皮影為媒收穫讚美與愛情
重慶4A級景區洪崖洞民俗風貌區內，

有一處不足4平方米的小攤位，上
面錯落地擺放着各種皮影，價格從25元
（人民幣，下同）至65元不等。這個攤
位的攤主，便是創立「小蜜蜂皮影藝術
團」的「袖珍人」古月先生與他的妻子
楊素璇。
古月回憶到， 2012年，他無意中了解
到北京有一個「小螞蟻袖珍人皮影藝術
團」。在家鄉四川綿陽，古月看到這群
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他既好奇又開心，
於是立刻放下自己營生的小賣部，遠赴
北京學習皮影，還因此收穫了一段珍貴
的愛情。古月的妻子楊素璇也是「袖珍
人」，身高不足1米2，她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她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
是小孩還是大人？」她不想分辨這句話
來自嘲諷還是無意，但身高確實給自己
帶來了自卑和戒備，而在皮影藝術團，
她不僅收穫了來自觀眾的讚美與掌聲，
更收穫了愛情。
在皮影藝術團工作了5年多，2017年下

旬，夫妻兩人決定單飛，開拓自己的皮影
夢。幾經選擇，他們最後到了重慶，這裡離
古月的老家近，方便日後照顧老人。

收入不高但自得其樂
雖然洪崖洞景區人來人往，駐足觀賞

皮影的遊客並不少，但在2小時的採訪過
程中，花錢購買皮影玩具的僅有一個帶
着孩子的母親，她支付了35元買了一個
「孫悟空」送給兒子。古月說，沒有演
出的時候，他與妻子從下午就來攤位

售賣皮影，直至凌晨才
收攤回家，每日營業額
約為200元，節假日能
翻番，但這項收入實在
微薄，除去成本、租

金，完全不能養家餬口。「洪崖洞這個
攤位租約到期後我們不打算續租了，今
後將會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在皮影戲演出
上。」古月說。
妻子楊素璇表示，兩人來重慶還不足

一年，事業剛剛起步，收入不高但自得
其樂。「洪崖洞、解放碑、朝天門，這
三個地方都是高消費區，我們早早地摸
熟了周圍的環境，尤其是哪裡住便宜、
吃便宜，摸得門清。」楊素璇指着不遠
處的老舊居民區說，他們租的房子租金
便宜，樓下的小飯店人均不到10元就能
吃飽。

創辦藝術團山城首秀
2017年12月6日，夫妻二人在重慶領
了結婚證，另一個好消息也隨之而來，
他們的「小蜜蜂皮影藝術團」成立了。
「之前在北京的團叫『小螞蟻』，我們
想了個『小蜜蜂』，小蜜蜂有翅膀可以
飛，很勤勞。」目前，包括夫妻倆在
內，小蜜蜂皮影藝術團只有4個成員，不
過，有不少外地的袖珍人在得知消息後，

正打算過來試試。
夫妻兩人的願景很美好：除了保證基

本的生活外，他們希望幫助更多的「袖
珍人」抬頭挺胸地生活，希望皮影戲能
走進劇場，讓更多人對這項非物質文化
遺產有更深入的了解，並喜愛上這門傳
統藝術。
今年元旦，「小蜜蜂皮影藝術團」接

到了第一單生意——在2018（第十屆）
黃桷坪新年藝術節上表演6場皮影戲，掙
了4,000元。為了做好在重慶的首秀，夫
妻倆下了不少功夫。兩人早早地去找老
藝人選牛皮、製皮、過稿、剪刻、敷
彩、發汗熨平、綴結……光準備道具就
經過了近20道工序，花了半個月的時
間，還得想稿子、編台詞。
演出的第一個節目是《鶴與龜》。一

隻鶴看見一隻龜咬住了一隻小青蛙，於
是鶴啄了一下龜的脖子，救走了小青
蛙。龜想報復鶴，在鶴睡着的時候咬了
一口鶴，鶴飛起來轉身把龜叼走了。畫
面生動有趣，配合着音樂，不論是老人
小孩還是外國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揮竹巧弄影

■■楊金浩楊金浩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攝

■■皮影戲是中國傳統的文化藝術皮影戲是中國傳統的文化藝術。。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古月與他的皮影攤古月與他的皮影攤。。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攝

■■去年年底去年年底，，古月古月
與楊素璇在重慶喜與楊素璇在重慶喜
結連理結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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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時節，一場大雪
仍擋不住 3米多高的
「大漢」們在街道上舞

動起來的熱情。在東北部遼寧省的海城市，
有一種被稱作高蹺的古老的民間舞蹈，跳舞
的人需要腳踩1米多高、手腕粗的木棍進行
表演，這種民間舞蹈因此也被稱為「踩在木
棍上的東方芭蕾」。
流傳於遼寧省南部地區的海城高蹺，始

於清朝光緒年間，距今已有300多年的歷
史，是中國高蹺藝術的代表之一。
62歲的國家級非遺傳承人邢傳佩說，高
蹺是海城人最喜愛的活動，很多人從記事起

就會踩高蹺。
「高蹺從用料到工藝，其實都特別有講

究。」邢傳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城高
蹺的所有高蹺腿都是用曲木做的，二三十年
都不會壞，甚至還有一木價千金的說法。
邢傳佩的父親是一位高蹺愛好者，受父

親的影響，邢傳佩16歲時開始學習高蹺，
專攻「頭蹺」技藝，這一踩就是40餘年。
雖然新傷舊傷都在身上，可這卻絲毫動

搖不了邢傳佩對高蹺的喜愛。每一次演出的
照片他都會精心保存下來，用玻璃罩住張貼
在牆上，沒事就看看。
因為患有高血壓，邢傳佩已經很久沒上

過高蹺了，「踩高蹺是有癮的，用一身高
蹺技藝贏得掌聲是我最開心的時刻。」邢
傳佩說。

無高蹺 不海城
今年82歲高齡的高蹺老藝人趙文祥從13

歲起就開始踩高蹺，在他的記憶裡，進入
臘月，海城人就開始練習高蹺，正月初四
到正月十五都在街上踩。
「海城人愛高蹺愛到了骨子裡，俗話說

沒有水餃，不叫過年。對於海城人來說，沒
有高蹺，也不叫過年。」趙文祥說。
海城高蹺秧歌歷史上曾輝煌一時，並一

直在民間傳承不絕。但由於一些老藝人相繼
去世，後繼乏人，表演技藝正面臨失傳的危
險。為了更好地將這項傳統技藝傳承下去，
邢傳佩組建了海城民間高蹺秧歌藝術團，團
裡有70多名演員。
「為了增加表演的藝術性和技巧性，高

蹺高度增加到了1.2米，並且將雜技、舞蹈
與高蹺融合在一起。」邢傳佩說。

高蹺踩起來不易，在高蹺上做高難度動
作更讓人心驚膽戰，「有的年輕人也免不了
心生抵觸。」邢傳佩說。
邢傳佩介紹，高蹺中有一個叫「三節樓」

的項目，又稱「疊羅漢」，是他們新研創的
高難度表演動作，「底下三個人，中間三個
人，頂上一個人然後倒立翻下來」。

民族寶 冀傳承
2006年，海城高蹺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2008年的北
京奧運會暖場演出中，由65人組成的海城
高蹺秧歌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民間藝術的
神韻。
「海城高蹺是我們中國優秀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希望我們的高蹺表演能成為一扇窗，
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魅力。」邢傳佩說。
目前，海城高蹺已成為遼寧一些學校的

選修課。「我們的非遺技巧是民族的寶，希
望年輕人可以把這項技藝傳承下去。」邢傳
佩說。 ■新華社

木棍上 芭蕾
演繹精彩高蹺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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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遼寧省的海城市，有一種被稱作高蹺
的古老的民間舞蹈，跳舞的人需要腳踩1
米多高的木棍進行表演，這種民間舞蹈因
此也被稱為「踩在木棍上的東方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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