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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在这里，人人爱杂技。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自家小
院，时常可见有人翻一翻跟
头、变两个戏法，演出道具多
是家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
凳，尽显人间烟火气。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满街杨柳绿丝烟。

这 是 民 间 对 于 清 明 的 描 述 。“ 小 楼 一 夜 听 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陆游笔下的清明

时节。节日蕴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

历史积淀，在对传统节日的赓续传承中，我们

读懂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与魂。

立足节日文化元素，从 2021 年开始，河南

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奇妙游”

这一新颖的节目架构，延展电视节目的审美空

间和表达边界，传递当下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回首“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创作，汲古润

今、固本开新是一条主线。

河南的文化底蕴，滋养了节目创作灵感。

但我们没有止步于传统，而是让科技赋能文

化，用影视化拍摄手段赋予节日“烟火气”之上

的诗意与美感。《唐宫夜宴》将歌舞放进博物馆

场景，在风趣诙谐的舞蹈风格基础上，将虚拟

场景与现实舞台结合，制造出“博物馆奇妙夜”

的感觉，文化元素以“彩蛋”形式蕴藏在节目

中。《墨舞中秋帖》《登高抒怀》等节目，不仅从

民俗等方面对节日文化进行了还原，在内容与

形式上也进行了适度创新，让人们更加热爱自

然、敬畏天地。

我们将节目与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

的山山水水进行勾连，节目取景地从省内逐

步 走 向 各 地 。 舞 蹈 节 目《陇 上 踏 歌 行》在 广

西桂林实景拍摄，舞蹈节目《伊州长歌》取景

新 疆 哈 密 胡 杨 林 、幻 彩 湖 、巴 里 坤 草 原 等 景

区。截至目前，“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已走过

河南、云南、浙江、山西、广东等 19 个省份，其

中 河 南 省 17 个 地 市 已 经 全 部 覆 盖 。 将 优 质

文化类节目与国内、省内各地区资源特色紧

密 结 合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同 时 ，努

力实现文旅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在河南，一

些景区不断推出新的玩法，如洛阳，去年“五

一 ”期 间 ，全 城 随 处 可 见 穿 着 汉 服 上 街 的 市

民和游客，龙门石窟等地已成为汉服爱好者

的热门打卡景点。

我们在创作中体会到，解读文化不是照搬

历史，不能仅仅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历史

事件，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和历史

脉络。深刻理解文化，才能更好地与观众沟

通，触及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经验，作

品才有可能与观众产生共鸣。

我们开始寻找具有象征性的、能够反映

文化深层价值的元素，以创新方式融入节目

中 。 它 可 能 是 视 觉 的 ，如 颜 色 、形 状 、图 案 。

也可能是听觉的，如音乐、节奏、语言。甚至

可能是触觉和嗅觉的。比如，在传统文化中，

“金刚”象征无坚不摧的力量和坚强意志，舞

蹈节目《龙门金刚》通过艺术形象描述我们民

族性格中的坚韧，激发观众的共鸣，增强自豪

感与凝聚力。

文化符号的含义会随时代变化而演化，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其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对于创作者而言，理解并利用文化符号的演变

和跨文化涵义，是一个具有挑战也充满机遇的

过程。这要求创作者有广博的知识储备，具备

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到时代变迁中人们对

这些符号的理解和情感的流向。

每一期“奇妙游”节目的结尾处，都会以醒

目的“未完待续”作为结束，一次次唤起和延续

着观众的情感期待。

我们用影像创新表达节日文化的努力，同

样未完待续。

（作者为河南广播电视台视觉制作中心视

觉总监）

用影像创新表达节日文化
李 鹏

日前，根据茅盾文学奖

获 奖 小 说 改 编 的 同 名 京 剧

《主角》亮相湖北武汉，获得

好 评 。 领 衔 改 编 这 部 作 品

的，是已经 90 岁高龄的剧作

家徐棻。2023 年 11 月，她被

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我曾问徐棻老师，什么

是你生命的“主角”？老人家

认真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太

大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生

命的‘主角’，但是这一辈子，

让我终生铭记的很多事情，

都和戏剧相关。”

最初的记忆，不过五六

岁，祖母爱上了京戏，用养老

钱买来全套家伙什，要求孙

辈都唱戏。徐棻被迫学习了

全本《坐宫》《玉堂春》，折子

戏《武家坡》《霸王别姬》《凤

还巢》……大哥迷恋话剧如

痴如狂，学生时代就成立了剧社，组织同学们演出。作

为成员的妹妹，只要有点空隙，她就奔进剧场看戏。看

着看着，就把每个角色的台词都背了下来，把每个场面

的调度都记在了心里，把每个演员的动作、语气、眼神

都记个一清二楚。不能进城看戏时，她会在家里的穿

衣镜前，把全戏一幕一幕地“演”下去。

这种生活，练就了徐棻的戏剧童子功。“无论什么

样的作品，我记住的都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所以，我

知道，无论写什么样的作品，写人是最重要的，而且是

写不一样的人，写矛盾冲突中的人，让观众有看头、有

想头，演员有演头。”因此，在此后的编剧生涯里，每一

部作品，徐棻都“挖空心思”想写出人物的不一样。

第一部戏《燕燕》，原作是喜剧，她却看到那个时代

女性的悲剧命运，将其写成了一部悲剧。写《王熙凤》

时，她看到了这个贾府第一能人风光背后的辛酸、内心

深处的苦涩。“我觉得剧作家必须有一双时代之眼，把

对世界、对人的认识变成作品的个性化创作，要勇于学

习，不断更新自己、突破自己、提升自己，保持对社会、

对生活的敏锐和独立思考能力，始终保持自己的审美

品格。”徐棻说。

徐棻是一级编剧，她的作品，至今已经培养出 12
朵“梅花”。很多演员通过演她的戏，获得梅花奖这个

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涵盖了晋剧、桂剧、川

剧、秦腔等多个剧种。从首届获奖的晓艇开始，《目连

之母》培养了陈巧茹、虞佳师徒两代梅花奖，《马前泼

水》培养了秦腔李小青、桂剧伍思亭两个剧种的梅花

奖，名家田蔓莎、陈巧茹更是通过她的作品《麦克白夫

人》《死水微澜》《欲海狂潮》获得“二度梅”……戏剧界

曾为她的作品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大家对她追求内容

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实践，给予了充分赞赏。徐棻也有

自己的理解：剧本作为戏剧文学，文学性固然不可失，

但是剧场性、表演性更需要关注，剧本要给演员提供细

节和情感支撑，还要把剧种的特色包括绝技都尽可能

地放进去，让演员有展示的空间。

“写戏的时候，心里务必要有观众。”在四川成都市

川剧院工作的时候，每逢新戏演出，徐棻就会要张工作

票，在观众席中坐着，听大家的议论，观察观众的反应，

只要说得有道理，她马上就改。特别是帮腔，经常一场

戏下来，侧幕帮腔的演员手里拿着好几张纸条，都是徐

棻临时改的词。演员们看到她就说：“徐孃哪里都好，

就是太爱改词！”

她的作品既有时代感，又有现代性。改编剧目比

例不小，是由戏剧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原创固然重要，

但好的改编也是重要的再创造。“再创造，就是在契合

原著的总体精神下、在原著的人物基调中，改编者调动

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才能，使改编后的作品从内容

到形式都能获得新的艺术价值和新的艺术生命，使改

编后的作品可以和原著各领风骚、长存于艺术之林。”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徐棻游刃有余地表达着自

己对于人生、对于命运、对于社会的思考。

获得“终身成就奖”后，徐棻写下一首打油诗，其中

有“切盼后浪推前浪，愿闻新歌换旧歌”两句，尽显她的

潇洒豁达和对后辈戏剧人的殷殷期望。

棻，意为有香气的木头。小时候，父亲对她的期望

是成为冰心一样的作家，希望她能有自己的事业和追

求。或许是一种回应，她选择了一份终身与文字打交

道的事业，在戏剧这片沃野上，她最终成长为一棵茁壮

的树，芳香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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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书胜在“杂技小院”

指导杂技学员练功。

刘天奇摄

◀杂技演员在吴桥杂技

大世界江湖大剧院内表演。

赵晓龙摄

版式设计：张芳曼

几十米高的高架上，数名演员静静矗立，

一束束灯光落在他们身上，全场观众屏息以

待 。 突 然 ，音 乐 响 起 ，演 员 开 始 在 空 中“ 起

舞”，熟练地翻转、接力、跳跃……动作扣人心

弦。有的演员还不时故意倾斜一下，引得观

众惊呼不断、掌声不断。近日，河北吴桥杂技

大世界的剧场内，上演了一场震撼的空中飞

人表演。

在吴桥，这样的精彩其实很常见。

“说起杂技，便会想到咱吴桥！”剧场负

责人王立刚说。在这里，人人爱杂技。“上至

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

手”，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自家小院，时常可

见有人翻一翻跟头、变两个戏法，演出道具

多是家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尽显人间

烟火气。

对许多吴桥人来说，杂技
已经从一种谋生手段，变成了
一种艺术享受

杂技，是吴桥百姓最自豪的名片。

吴桥杂技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先秦时代

的角抵戏，汉唐时期一直是宫廷表演的重要

节目。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繁华，杂技艺人

沿河“撂地摊”，走向各地。20 世纪初，吴桥杂

技艺人孙福有等人带着杂技走出国门，孙福

有也被誉为“现代马戏之父”。经过上千年发

展，吴桥杂技产生了肢体技巧、道具技巧等 11
个大类上千种单项节目，还衍生出“说口”“锣

歌”等口头文艺形式。

吴桥位于黄河故道下游，过去盐渍满地，

土地贫瘠。为了谋生，当地百姓走街串巷演

杂技。父传子，师带徒，世世代代，这门技艺

的根越扎越深，影响越来越大。

年近五旬的王立刚就出身杂技世家，父

亲是当地知名杂技艺人王保合。幼时，他曾

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白天在街头表演，晚上挤

在大车店或地下室睡大通铺，若是门可罗雀，

还得饿肚子。过去杂技艺人奔波讨生活的艰

辛，王立刚深有体会。上世纪 80 年代，王立刚

和父亲加入了吴桥县杂技团。

练杂技苦，没有一股子坚韧执着的劲儿，

吃不了这碗饭。

从会走路起，王立刚便苦练基本功。每

天天不亮，他便与姐姐们一同贴着墙根练倒

立，每次坚持一个多小时，直到汗水湿透了衣

背，双臂颤抖不已。压腿、踢腿，每一个动作

都要练习千百次。撸起袖子，他露出一双粗

细不一的胳膊——这是长期练功的痕迹。凭

着这股劲儿，王立刚练就了一身好鞭技，10 米

开外打中蜡烛的火苗不在话下。

干这行，跌打损伤是家常便饭。但是，当

掌声与鲜花涌来，王立刚觉得，所有付出都是

值得的。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跟随剧团去非

洲演出，院子里挤满了人，孩子们趴在墙头观

看表演，观众们跟着音乐模仿他们的动作。

“那一刻，我们所有演员感到无比自豪。”

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技的训练方式变得越

来越科学高效。对许多吴桥人来说，杂技也已

经从一种谋生手段，变成了一种艺术享受。

“小时候看到杂技舞台上那些‘闪闪发

光’的演员，我就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角

儿’！”在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练功房里，正在

练习柔术的学生陈娇娇一脸憧憬。

陈娇娇今年 15 岁，父母做着小买卖，家里

衣食不愁，学习杂技就是因为热爱。为此，她

全心投入，白天除了吃饭休息，几乎都在练

功。不过，相对于过去的“苦练”，现在更讲究

“巧练”。“你看，我都是带着皮筋拉伸，一会儿

休息完再去练空竹。”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成立于 1985 年，是我

国最早建立的中等杂技艺术学校。“学校集中

培养杂技与魔术舞台表演专业学生，以文化

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相结合，让传承效率和

表演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吴桥杂技艺术学

校党委书记雷武介绍。目前，学校已为国内

数十个省份的杂技团培养输送了 3000 多名杂

技魔术类人才。

老师们遵从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弹

跳器、筋膜枪、滚轴等专业运动设备，为学生

量身定制最适合的训练方案。陈娇娇身体柔

韧、平衡性强，老师便引导她着重训练柔术。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实现自

己的梦想。”雷武说。

“杂技小院”声名远扬，在
科技和舞美的加持下，杂技放
射出更耀眼的光芒

春日，吴桥县铁城镇张松村一处农家院

落。一阵锣声响起，十几名灵动飘逸的年轻

演员轮番上阵，蹬缸、水流星、钻火圈……仿

佛一幅流动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这里

是省级非遗传承人何书胜的“杂技小院”。

近 年 来 ，吴 桥 县 开 展 修 缮 杂 技 名 人 故

居、建设杂技博物馆、非遗体验研学等活动，

并对张松、孙龙等 17 个“杂技专业村”进行修

缮保护，打造“杂技小院”，更好地传承杂技

文化。

70 岁的何书胜是当地“何家班”的第六代

传人，亲手培养了 500 多名杂技人才。如今，

他的孙子孙女都能登台演出了。

在“杂技小院”里，孩子们苦练顶缸、翻跟

头等基本功，同时还要学习一些表演性很强

的“障眼法”项目。每一个项目，都凝聚着何

书胜的心血与智慧：“我们挖掘的都是那些失

传或即将失传的技艺，经过包装改良后对外

演出，形成自身特色。”小院里，孩子们挥汗如

雨的练功场景，让人感动。曾有剧组专门来

到这里取景拍戏，记录下这原汁原味的传承

瞬间，也有演出团体来商量合作事宜。

如今，“杂技小院”已成为十里八乡有名

的景点。农闲时节，只要锣鼓声响起，四面八

方的乡亲们便会聚集而来。张松村这个 200
多人的小村落，原本有近半村民在外从事与

杂技表演相关的职业。如今，随着“杂技小

院”的声名远扬，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回村发

展，组建自己的表演团队。

在科技和舞美的加持下，杂技追求的惊、

险、奇、美，在更大舞台上放射出更耀眼的光

芒。“比如一个简单的倒立，原本就是在板凳

上，如今可能是在大转轮或高架之上。大型

舞台道具的运用更是让人的‘悬浮’成为可

能，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王立

刚说。吴桥县还创新演艺形式，推出了《江

湖》《时代》《运河·印象》等一批杂技、魔术情

景剧，将杂技艺术的极限之美与现代舞台艺

术深度融合。

表演形式的推陈出新，也催生了吴桥杂

技演出道具产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吴桥全

县已有 9 家杂技衍生品开发制作企业，产品畅

销国内外。

走进吴桥丰耀杂技魔术道具有限公司，

仓库里，飞镖、自行车、道具壶、魔术箱等道具

琳琅满目。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拼装大型魔

术升降机，近 10 米高的庞然大物令人叹为观

止。公司已经研发制作了 1000 多种道具品

类，每年生产各类道具 20 多万件套。公司总

经理周文明说：“吴桥的杂技文化基础和市场

需求，是我深耕这一领域的信心所在。”

漫步吴桥，杂技无处不
在，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杂技文
化旅游产业集群

在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副校长王洋的手机

里，珍藏着一条英文信息，翻译后的意思为：

“非常感谢您帮助塞拉利昂杂技学校，像一位

父亲帮助孩子站起来。这所学校使杂技成为

我国发展最快的体育项目之一，我考虑让塞

拉利昂的学生参加今年的培训……”

信息是一名曾在这里学习过的非洲留学

生安娜发来的。她将在中国学到的杂技带回

故乡，开办了塞拉利昂第一所杂技学校，让更

多非洲学生有机会学习中国杂技。

进入 21 世纪，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承担了

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交办的外籍杂技人才

培养任务。“自 2002 年招收第一批非洲留学生

开始，学校已为 20 多个国家培养杂技留学生

600 余人。”王洋介绍，留学生回国后有的创办

杂 技 团 和 杂 技 学 校 ，有 的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表

演。“杂技搭建起对外交往的友谊桥梁，让中

国杂技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近年来，吴桥县大力推进“杂技兴县”，将

杂技教学、演出、旅游以及道具研发生产融为

一体，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杂技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目前，全县各类杂技文化团体、企

业已达 100 多家。

自 2017 年起，吴桥县还积极推行“杂技进

校园”工程，通过编写教材、选聘教练、整合课

程以及组织展演比赛等方式，吸引了全县 124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参与。目前，吴桥

县已有近 3 万名青少年儿童投入到杂技文化

传承中，守护这独特的文化瑰宝。

漫步吴桥，杂技无处不在。

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里，不仅有一场场

精彩表演，游客还可以亲身体验众多项目。

吴桥县实验小学校园里，杂技元素被融

入团体操，让孩子们充分体验杂技的魅力。

春日阳光下，吴桥运河公园流水潺潺、柳

叶绦绦。河畔步道上，不时可见年轻人压腿、

倒立，成为运河边一道独特的风景。

…………

吴桥人发展了杂技，杂技也改变了吴桥。

吴桥杂技—

吴桥百姓最自豪的名片
张腾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