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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

大时代

济南皮影传承人李娟扛起家庭重担，赡养78岁爷爷

家里有我您就放心养老吧

□记者 刘一梦

2月初的济南，在腊
山河西路的济南群众艺
术馆门口，78岁的李兴时
拎着几大箱道具，送孙女
李娟入场。李兴时边往外
走边向入馆的人推荐，希
望能有更多人去看看他
祖传手艺和宝贝孙女。看
着孙女用家传的艺术一
人承担起了整个家庭，李
兴时心里百感交集：“没
有她，李家皮影和我都撑
不到现在”。

十几岁创作皮影戏

流露对家庭的渴望

李娟的母亲有先天性心脏
病，怀孕的时候医生就告诉过
她，生产的风险可能危及生命，
但她仍然选择了用自己换李娟。

妈妈过世后，李娟一直跟着
爷爷奶奶，爸爸重组了新家庭，
她有了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爷爷
奶奶心疼李娟，把她带在身边抚
养，成了新的“一家三口”。

李娟上小学的时候，李兴时
觉得女孩应该有点艺术气息，想
把李娟培养成“大家闺秀”，琴棋
书画样样都学。文化宫有什么课
都报名，电子琴、美术班、中国
画、素描课，从周一到周六，放了
学就忙起来。

别的孩子都是父母陪伴，陪
着李娟的只有这些做不完的“课
外作业”，这让李娟打下了深厚
的艺术功底，也让她对完整家庭
的幸福生活非常渴望。

李娟十几岁的时候，李兴时
接了一个演出任务，要求表演皮
影现代戏。李兴时决定考考孙
女，把创作和演出任务全交给了
孙女。李娟把自己关在小屋里，
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拿出的人
物设计和剧本故事让李兴时惊
喜又心疼。

李娟设计了个一家三口，爸
爸、妈妈和女儿，讲的是家庭故
事，第一次自己独立创作和表演
取得了成功。李兴时总把这件事
挂在嘴边念叨，每次说起来带着
骄傲也夹着遗憾：“那是十多岁
孩子的本能渴望吧，毕竟爷爷奶
奶再亲也替代不了父母。”

一家人各怀才艺

相聚时都在舞台

李娟的奶奶热情好客，有做
不完的拿手好菜，周围的老艺人
都喜欢到她家里跟爷爷交流表
演技巧，顺便“蹭吃蹭喝”，别的

孩子周末跟父母外出游玩的时
候，李娟就在家里看这些老艺人
吹拉弹唱。

爷爷负责李娟的教育，奶奶
就负责爷孙俩的吃穿用度，由于
母亲的原因，李娟刚出生时身体
底子就非常差，稍有一点风吹草
动都会让奶奶异常紧张。

李娟上小学的时候，由于李
兴时对她高强度的训练，一刻不
得闲的小李娟累倒了，感冒发烧
的并发症让李娟的心跳过速。想
到李娟去世的母亲，奶奶从医院
回到家，彻底爆发了。

“那回感觉天都要塌了。”李
娟说，奶奶虽然声音不大，但字
字汹涌，冲着平时脾气火爆的李
兴时。奶奶瞪着大眼问她，学还
是不学了？自己说！李娟嗷嗷哭
着，小声说“学”。

李兴时得意地说，“都吓成
那样了，还说想学，那是真喜
欢。”她奶奶也没招了。

虽然李娟不常去“爸爸家”，
但与叔叔、姑姑以及他们的孩子
经常聚在一起，只是相聚的时间
地点有点特殊。姑姑跟着爷爷这
么多年，手操皮影，脚踩锣鼓的
本事也不差。二叔李俊华是山东
快书的代表人，加上他们各自的
孩子和徒弟，大家聚到一起就能
演上个把小时的节目。

李兴时一大家子个个身怀
技艺，一到逢年过节，别人家都
欢聚一堂吃饭聊天，可他们却常
被请到这个晚会、那个现场的演
节目。经常是三、四代人有声有
色地包揽一出戏，舞台上相聚的
时间要比在家里吃饭的时间还
要长、人还要全，这也是一家人
最开心的时候。

她扛起家庭重担

还要陪爷爷到老

2004 年奶奶去世后，家里的
聚会就少了，虽然没那么热闹，
但爷孙俩也过的惬意。李兴时除

了接皮影活动外，在家就脚蹬锣
鼓、手弹三弦，唱小曲，养了只小
鸟，经常在爷孙俩练皮影的时候
配个音。

2011 年冬天，李兴时为了给
电视台录制节目，去复印社复印
剧本，由于店铺门帘厚又沉，掀
起来的时候没注意脚下的台阶，
李兴时直接踩空了，把腿摔骨折
了。“这一跤对我的打击很大，突
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仅
仅是生活上的。”李娟说。

在此之前，她都是在爷爷的
庇护下做掌上明珠，不管是生活
上还是工作上，都有爷爷在前面
撑着，不愁吃穿，只需要按部就
班当个“小跟班”。可这一下，挡
风遮雨的大树突然歪了，砸倒了
她所有的安全感。

李兴时躺在医院里，放心不
下电视台录制节目。李娟和姑姑
决定自己扛起这份担子。就这
样，李兴时卧床的四个月里，李
娟白天和搭档在工作室啃方便
面练节目，晚上接替姑姑的班，
带着晚饭去医院伺候爷爷。

4 个月后的 2012 年春节，爷
爷出院，在正月初一的晚上，看
着电视里 2 5 岁的孙女独挑大
梁，演着从他手里接过的皮影

戏，李兴时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真没给我丢人，李家皮影后继
有人了。”李兴时说。

打那以后，李兴时打破了
“传男不传女”的家规，把李家皮
影系统地传给了李娟，退居到了
孙女身后，而李娟不仅从配角成
了主角，也成了小有名气的皮影
行家。在群艺馆开设了固定的
培训班，还将其搬到电视荧屏
上，在《武媚娘传奇》中教范冰
冰演皮影。

虽然现在有很多皮影艺人
喜欢用音响配音，但李娟从来都
是现场真声，因为那是她的底
线。一场下来，变换十多个角色
和音调，经常让她累到说不出话
来。而在爷爷李兴时眼中，孙女
演出过程中随机应变的能力是
最难能可贵的。

李娟对爷爷只是报喜不报
忧，怕爷爷担心自己的身体，很
多时候都偷偷签完合同后躲在
工作室独自熬夜加班，直到演
出结束才向他汇报。李兴时虽
然儿女众多，但只背得过李娟
的手机号，拒绝了儿女们赡养
请求的他坚持与李娟“相依为
命”。李兴时说，“没有她，李家
皮影和我都撑不到现在”。

李兴时：78岁，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的代表性
传承人。将皮影搬上央视荧幕并被调进济南工人文化宫，专
业从事皮影艺术表演和研究。

李娟：31岁，济南皮影戏第五代传承人，15岁能独立演
出，自己操纵20多种道具，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性格阳光开
朗，与爷爷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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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逗娃 害孩子

乘客家有黄豆：最近连续
和亲戚朋友聚会，出现了
让我很尴尬的情况。有人
提议：“这孩子多大了会什
么呀，表演个节目吧。”可
是孩子站在我们跟前抓着
我的衣服怎么说也不张
嘴。我只能鼓励孩子：“叔
叔阿姨喜欢听你唱歌，你
把幼儿园学的歌唱一首给
他们听好不好，你最棒
了。”一边的亲 ·戚朋友
也帮腔：“唱歌我给红包。”

“你要不会唱一会跟我走
吧，来我家我教你。”一听
这话，孩子一下子就哭了，
我赶紧说：“他们逗你玩
呢，没事的。”可这一哭搞
得大家有点尴尬。

近心：都说现在不听话的
孩子是熊孩子，可这样一
味逗孩子的就是“熊亲戚”

“熊朋友”，除了拿孩子当
成玩具图个乐子，我实在
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原
因。孩子不愿意展示才艺，
应该已经被贴上了“害羞”

“没礼貌”“胆小”之类的标
签了。

面对陌生人时孩子本
身就紧张，家长把孩子推
到台前孩子会觉得没有安
全感，扭捏害羞很正常。即
便是孩子真的不想表演，
他也有这样的自由，家长
要做的就是尊重孩子的意
愿、保护孩子的自由，比如
温和制止“逗”孩子的亲
友，实在不好意思不妨岔
开他们的注意力，或找个
理由将孩子带到别处。

中国人讲究面子，家
长觉得孩子大方表演自己
脸上有光，一句“这孩子真
聪明”“唱歌真好听”足以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所以
即便朋友逗孩子的做法不
妥，家长也绝不会阻止。可
父母考虑了自己的面子、
取悦了亲朋好友，唯独没
有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只
是一个炫耀的工具而已。

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
区，认为大庭广众之下让
孩子表演节目可以培养孩
子的自信，所以不愿意表
演的孩子还可能会招来责
怪和批评，可强迫之下牺
牲的是孩子的自尊和自
信，最信任的父母都不能
尊重自己，还要强迫自己
做不想做的事，孩子怎么
能够树立自己的自尊和自
信呢。

有才艺也愿意向人展
示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一
定要鼓励孩子发自内心来
做这件事情，别拿糖果、玩
具来诱惑孩子就范，让孩
子为一点好处低头，这也
不是一个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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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娟娟和和爷爷爷爷在在一一起起准准备备演演出出道道具具。。 记记者者 刘刘一一梦梦 摄摄

李娟在幕后表演时非常投入。记者 刘一梦 摄


	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