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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影 戏 是 中 国 传 统 的 民 间 戏 剧 艺
术，演员借助灯光和幕布，配合唱腔，
通过操纵用驴皮等材料制作的偶像，来
表演情节各异的故事。这一特别的剧种
在中国历史久远，一般认为出现于汉，
成熟于宋，兴盛于清。元代传到南亚和
阿拉伯半岛，于18世纪中叶传到欧洲各
国。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影视艺术的
兴起，加上一些历史原因，皮影戏日渐
式微。2011年皮影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远隔重洋的
美国，几乎整个20世纪，都有人在坚持
演出中国皮影戏并在本世纪与时俱进，
不能不说是一部传奇；而这部传奇，由
一位男士引发，并与三位女士的生命历
程紧紧地连在一起。

美 国 的 东 方 学 家 劳 费 尔 博 士 从 北
京一个行将倒闭的皮影戏班买下全部家
当，不期成为中国皮影在美国生根发芽
的种子

中 国 皮 影 最 早 是 由 精 通 汉 语 的 德
裔美国犹太人、东方学家贝特霍尔德·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博士带到美
国的。1902年，得到著名人类学家弗朗
茨·博厄斯（Franz Boas）的推荐，会多
种东方语言的劳费尔受雇于纽约美国自
然历史博物馆，获得银行家和慈善家雅
各布·希夫（Jacob Schiff）的资助，用当
时堪称巨款的600美金，从北京一个行将
倒闭的皮影戏班手里买下了他们的全部
家当，加上其他收集，共有超过500件华
北木偶，包括皮影偶、棒偶和手偶；他
还买下了戏台、道具、全套乐器和全部
剧本；并用胶片和蜡筒留声机记录了一

些演出实况音像。“救之于旦夕之危”，
从小热爱戏剧的他回到美国写下的这句
话，不想成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预言。

1908年至1934年，劳费尔博士就任
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
人类学部主任，他以这个身份从1908年到
1923年走遍了四川、河北、北京和上海等
大半个中国，收集了各个朝代共计1.9万
件文物。1923年他综合自己的亚洲收藏，
策划了包含近30个专题展的系列展“东方
戏剧”，其中的重头戏就是中国皮影。

皮影戏班在四合院里演的一出《竹
林记》，让美国女青年班顿在笔记里记下
穿梭于台前幕后那个惊呆了的自己，由此
改变一生，成为与皮影苦乐相随并广为人
所知的“影子女士”

这个轰动一时的展览，后来被一位叫
宝琳·班顿（Pauline Benton，1898-1974）
的女士在被采访时反复提及。也正是她，
让这些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中国魅影，开
始了在美国流传并演出的百年传奇。

班顿青少年时期跟随身为教育家的
父亲在欧洲和亚洲生活，1923年这名25岁
的美国青年到北京探望姨妈艾玛·孔纳兹
（Emma Konantz）女士。姨妈当时在燕
京大学任数学教授，是位热爱收集古玩的
中国通。为满足班顿的好奇心，她千辛万
苦地找到了当时已为数不多的一个皮影戏
班，来自己的四合院里演了一出《竹林
记》（又名《火烧余红》），“刘金定招
来天兵天将助阵，驾着筋斗云，挥舞着宝
葫芦、风火轮”，班顿后来在笔记里记下
穿梭于台前幕后那个惊呆了的自己，原来
在芝加哥博物馆瞻仰过的劳费尔博士的收
藏是真的有过生命的，艺人们“确切无误

中国皮影在美国：
一段值得铭记的百年流传奇迹

地操纵着所有角色”，
千军万马，风雨雷电，
召之即来。班顿恐怕没
有料到自己的一生会由
此改变，成为与之苦乐
相 随 并 广 为 人 所 知 的
“影子女士”。

在姨妈的帮助下，
班顿结识了会说英文的
滦 州 皮 影 世 家 传 人 李
氏。皮影戏班是男人的
领地，何况那时候仍有
男女授受不亲的遗训，
李氏并不能耳听面命地
指导这个闯进皮影行的
异国女性，班顿只能通
过旁观和听训来学习。
在 掌 握 了 基 本 技 巧 之
后，她又于20世纪二三
十年代，多次往返中美
观摩演出，收集皮影。
在发现这门民间艺术在
当时已有没落之势时，
她 发 愿 要 把 它 留 存 下
来。1932年，班顿在纽
约成立了红门剧社（Red 
Gate Shadow Players）。
1936年她最后一次离开中
国，为在美国演出能有最佳效果，她定制
了成百件皮影、成套的道具和乐器；这些
皮影用料考究，高15到18英尺(比如，许
仙和白蛇的形象更是高达19英尺，即48厘
米)，比滦州皮影的传统尺寸大出许多。

班顿手里有当年姨妈请人翻译的中
国传统皮影剧本，还有劳费尔博士辑录
编译的部分文献，她以这些为脚本，依据
美国观众的喜好再进行改编。演出时，用
英文念台词，用自创手法、自创乐曲演奏
月琴、扬琴、二胡、鼓和锣等中国乐器，
当时有评论说这些音乐“比正统中国戏曲
的伴奏听上去柔和得多”。班顿的剧目多
是民间传说和神怪故事，颇有异域风情和
浪漫精神，如《白蛇传》、《嫦娥奔月》
和《蟠桃会》等，也有《竹林记》这样的
英雄传奇。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期的美国，社会情绪极为紧张低迷，红门

的演出传递着古老乐观的正能量，给人希
望和力量。无怪乎全美巡演，从加州到弗
罗里达海岸，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了热烈欢
迎。红门剧社一度受邀在罗斯福总统执政
时期的白宫演出，并曾为抗日战争中的中
国多次义演筹款。这位没有伴侣和子女、
全身心奉献给皮影戏的非凡女性，一直坚
持演出到1974年因脑癌过世前的两年。依
据她的遗嘱，红门剧社的珍贵皮影，一
半捐赠给博物馆，一半常用的皮影和戏
台、笔记以及皮影书籍一起封存在一只
木箱里，“务必留给能真正用到它们的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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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顿在表演中(《影子女士》，海德－门
子斯著，麦吉尔－女王大学出版社)

在远隔重洋的美国，世界级“非遗”中国皮影留下一段百年流传的
故事——自20世纪初至今，始终有美国人于当地坚持演出、传承中国皮影
戏。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也是一段值得铭记的故事。为此，华东
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洁花了近半年时间远赴美国，采访到大量
的一手资料，形成今天人们看到的这篇文章。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异乡人对中国皮影戏保持了如此强烈又长久的兴
趣？其实，那正是中国皮影传递出的古老乐观的正能量，也正是中华传统
文化艺术跨越时地、经久不衰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