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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杂技艺术不仅是中华文化瑰宝，
也是世界人民认识中国的前沿窗口。近期，来自
全国各地的 34 家杂技艺术团体、千余名杂技艺术
工作者共同汇聚于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轮番
上演了 50 个杂技、魔术节目和 8 部杂技剧。这些
作品均为 2019 年以来首演或经过重大修改提升的
原创力作，集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杂技发展的最
新成果，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杂技大国在杂技艺
术上的活力和风采。

以全面技艺展示中国杂技的新风貌

杂技是各种各样的技艺表演，“杂”字就足以
说明这门艺术内涵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中国的人
体杂技历史悠久，技艺也最为发达，大致可分为以
腰、腿、跟头、顶为主的形体技艺，运用四肢、
头、口等身体各部位去掌控物体的耍弄技艺，展示
人体平衡能力的平衡技艺，展示人体力量的力技，
骑驾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的车技，展示各种翻
飞腾跃技巧的翻腾技艺，以及在高空表演的空中技
艺等几大类。在具体节目中，这些技艺经常以交叉
复合的形态呈现，又依托各种各样的道具展示，发
展出了数百种节目。

全国杂技展演的前身是创办于 1984 年的全国

杂技比赛。作为国家级杂技艺术盛会，该活动已连
续举办了 10 届，40 年来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杂技作
品和人才，为提高中国杂技创作和表演水平发挥了

重要作用。
本届展演中的 50 个节目，技艺非常全

面。尤其是杂技部分，基本涵括了中国杂技
现有的各种技艺类型，全面呈现出当下技艺
的最高水准和全新风貌。如耍弄类有 《弈》
《奋斗者》《雨中狂想》《坛韵》《弈中乾坤》

等蹬鼓、蹬人、手技、顶坛、抖空竹、
蹬伞、舞花盘节目，形

体 类 有 《战 友》《丰
碑》《滚杯》《韵》 等双人技

巧、集体造型、滚杯、顶技节目，平
衡类有 《摇摆青春》《乘帆逐浪》《糖

果骑缘》 等晃管、抖杠、大球高
车、叠椅节目，力技有 《龙跃神
州》《逐梦天空》 等舞中幡、爬杆、

顶板凳节目，空中类有《当青春遇见达瓦
孜》《木兰归》《双人吊子》《秘境》等钢丝、绸

吊、吊子、吊环、飞杆节目，还有翻腾类的 《青
春的旋律》钻圈节目和车技类的《炫彩车技》等。

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同类技艺的杂技同台竞
技，这些作品或在技巧动作上各有侧重与创新，或
被赋予不同的故事情节和新颖风格。如 《曙光》

《花样年华》 同为蹬伞节目，前者一人操控 15 把
伞，后者则是在男女对手顶的基础上蹬伞；《山之
魂》《天鹅之恋》 同为叠椅节目，前者是一人竖直
高度的椅子顶，后者则是多人斜侧着叠椅并在叠成
弧线的椅子上起顶；《将离别》《悟·空》 同为空中
飞杆节目，前者取材于电影 《大鱼海棠》，演绎了

“椿”和“湫”之间的错过，后者则取材于电影
《大话西游》，讲述了悟空和紫霞仙子的爱情。还有
同为倒立技巧的 《炼》《无形》，同为“肩上芭蕾”
的《霸王别姬》《花木兰》，同为顶板凳的《徽风皖
韵》《中国龙》 等，大大增加了竞技的激烈程度和
欣赏的趣味性。

以创新创作书写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中国是杂技艺术的发源国之一。中国杂技在秦
代角抵中诞生，在汉代百戏中成长，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灿烂的艺术史为
中国杂技注入充足的文化自信。本届展演中，有
许多节目的技艺不仅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千载有
余，在当代又被发展出更加高、难、精、尖的技
巧、更符合时代审美的风格与形式。对传统艺术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发了中国杂技的
生机与活力。2004 年，首部杂技剧 《天鹅湖》 震
撼上演，一种以杂技为主的全新戏剧形式问世，
为中国杂技打开了现代转型的大门，迈入传统技
巧杂技向现代艺术杂技的变迁之路，有力推动了
中国杂技艺术的现代化。

全国杂技展演一直以杂技和魔术节目的比赛为
主，2019 年由比赛改为展演时，全国杂技院团已
经推出了百余部题材丰富、风格各异的杂技剧。
为更加全面、充分地展示杂技艺术创作成果，第
十届全国杂技展演正式将杂技剧纳入，这既与杂
技剧创作蓬勃发展的局面相呼应，也使得杂技展
演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立体。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
来，以 《渡江侦察记》《战上海》 为代表的杂技
剧，在对红色题材的深度开掘中实现了创作的新
突破，令中国杂技在创新风格、阐释思想、书写

中国故事、开拓时代审美等方面迈向新的
历史高度。在本届展演中，共有 8部优秀的
新创杂技剧上演，继续书写着中国杂技的
创新探索。

其中，《泉城记忆》 如一首杂技的散文
诗，跨越时空，连接古今，将老济南的古典
气韵与现代活力淋漓挥洒；《铁道英雄》 讲
述抗日战争时期鲁南铁道游击队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英雄事迹，当火车环舞台飞驰，英勇
的游击队员扒火车、杀敌寇的英姿令人久久
震撼；《大桥》 讲述南京长江大桥工程建
设，新中国第一代桥梁建设者的激情与杂技

的想象力交汇成一首人民的赞歌；《聂耳》 讲述爱
国音乐家聂耳光辉却短暂的一生，该剧着力刻画真
实历史人物，用杂技手段塑造了一个极具青春诗意
和浪漫色彩的聂耳形象。《化·蝶》 以“梁祝化蝶”
的经典爱情故事为基线，以“庄周梦蝶”的古典思
想为内核，将蝴蝶破茧成蝶的蜕变与梁祝生死相恋
的爱情融为一体，用杂技阐释生命的自由与张力；

《江湖》 生动呈现了吴桥杂技人闯荡江湖的人生百
态；《明家大小姐》 是一部以魔术为主要表演手段
的谍战剧；《战魂——第三战队》 讲述特种兵组建
战队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故事，用杂技勾画新时代
人民军队的铁血军魂。

以杂技故事展现中国文艺的新气象

本届展演不仅在山东省会大剧院、山东省杂技
团演艺厅、山东剧院、济宁杂技城、济宁大剧院、
德州大剧院等6个剧场演出了近30场次，还由“文
艺中国”“中国艺术头条”“文旅之声”“好客山
东”“济南日报”等近十家中央权威媒体和山东地
方媒体，以及抖音、快手、微博、哔哩哔哩等视频
平台组成了强大的演播矩阵，全媒体平台联动向海
内外热爱杂技艺术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演渠道，
现场观众达 2万余人次，线上观众超 1亿人次。展
演内容之精彩、直播规模之庞大、关注度和收看人

次均创新高。
一个多世纪以来，杂技一直是海外观众接触、

认识中国的前沿窗口。杂技艺术没有语言和文化
隔阂，通俗易懂，老少咸宜，为大众喜闻乐见，
具有天然的世界艺术属性。近代以来，大量的中
国杂技家和魔术师走出国门，将中国传统杂技的
智慧和魅力传播到世界各地，开启了中外杂技艺
术的交流互鉴。1853 年，美国 《纽约时报》 就报
道了中国 15 人杂技团在美巡回演出的新闻；以朱
连魁、韩秉谦为代表的中国魔术师在欧美十余个
国家巡演传统戏法，一度引起中国戏法热。新中
国成立后，杂技担当起“文化使者”的身份，为
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后，杂
技又率先走出国门，几乎包揽了所有国际专业赛
事的大奖。

作为杂技艺术的发源国之一，中国一直是世界
杂技大国，始终深刻融入和影响着世界杂技艺术的
发展格局。在当下国际文化交流中，杂技也是巡回
演出和文旅项目中最重要的表演内容，出口份额长
期占据中国文化演艺类产品半壁以上江山。新时代
的中国杂技，早已改变了曾经以“技”示人、以

“技”撼人的旧面貌，业已发展成为一门以技巧为
核心、与其他文化和艺术形式互促交融、兼容传统
与现代的新型综合艺术，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
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彰显中国气派的重
要文艺载体。

杂技艺术，既古老又青春；既有厚重的历史，
也有蓬勃不衰的创新精神。本届全国杂技展演如同
一场杂技艺术的大阅兵，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杂技的
全面进步和未来的无限可能。立足这一新的艺术起
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中国杂技
将以高质量发展，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侠影·咏春》咏赞一代宗师

音乐剧 《侠影·咏春》
日前在北京首演并开启全
国巡演。该剧由广东省江
门市委宣传部、鹤山市委
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
共同出品，取材于咏春拳
一 代 宗 师 梁 赞 的 生 平 事
迹，以设计精巧的场景、
跌宕起伏的剧情、富有感
染力的表演，讲述了一个

“侠之大者，平民英雄”的
故事，展现了中国人追求
仁义和平的性格底色、爱
国报国的赤子情怀和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江
门作为“中国第一侨乡”
的独有韵味和城市魅力。舞台设计融入了骑楼、练习咏春拳
的“木人桩”等岭南元素，营造出真实鲜活的市井江湖。

《侠影·咏春》 融合西方音乐剧模式和中国传统歌舞剧表
现手段，将歌、舞、乐、戏曲、武术融为一体，注重舞台视觉呈现
的当代性和国际化。剧中歌曲为普通话演唱，但在配乐上巧
妙地结合了粤剧元素和广东音乐“五架头”乐器，既符合观
众的观演需求，又体现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厚重的岭南文化，
为原创音乐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中国儿童戏剧节推39台剧目

第 12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 7月 15日至 8月 20日在北京
举办。活动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
府和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

本届戏剧节分设新时代优秀儿童戏剧线下展演、“绽放·
启航”孵化计划优秀剧目展演、国际优秀儿童戏剧线上展演
和戏剧活动四大板块，将汇聚国内外22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9
台展演剧目，演出188场，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并在成
都、嘉兴、常州设立戏剧节分会场，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演
出演播并举的方式，为广大青少年观众献上戏剧盛宴。

戏剧节期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将启动优秀儿童剧 2023
暑期全国巡演，携 《西游记》《马兰花》《小蝴蝶的妈妈在哪
里？》《卖火柴的小女孩》《红缨》《罐头小人》《青蛙王子》

《三个和尚》《小美人鱼》等12部优秀儿童剧作品赴全国12个
省区市演出 167 场，以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原则惠及近
20万观众，丰富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戏剧节期间还将举
办戏剧夏令营、儿童戏剧市集等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

（本报记者黄敬惟、郑娜报道整理）

近日，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之星”二胡作品专场音乐会，在河
南周口师范学院如期举行。

这是一场二胡艺术的盛宴。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获奖新
秀，演奏了一首首高难度的、体现当今二胡最新艺术成就的代表作
品。驰骋乐坛50多年的二胡演奏家朱昌耀以一曲《相思情韵》，抒发了
两岸同胞浓浓的相思之情。当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在83岁指挥家瞿春泉
执棒下，再次奏响刘文金作曲、闵惠芬首演的二胡协奏曲 《长城随
想》 时，音乐会被推向高潮。这场高水准音乐会的成功举办，也意味
着第二届闵惠芬艺术周落下了帷幕。

连日来，闵惠芬经典作品音乐会、《长城随想》专场音乐会、河南
地方戏曲主弦音乐会等多场音乐会，以及关于二胡表演、创作的多场
论坛，在周口师范学院接连举办。一批活跃乐坛的名家新秀精彩呈现
了闵惠芬二胡艺术的精髓，来自业界的知名专家学者以闵惠芬二胡艺
术为基点，追往思今，畅想未来。

闵惠芬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二胡艺术家，她为当代二胡艺术的发展，
为中国民族音乐及二胡艺术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离开我们已
经9年了。

“神接天宇之气，韵含山河之风，情寄万物之灵，乐映千古之
源。”闵惠芬这首豪情万丈的诗，是她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如今，坐
落在周口师院的“闵惠芬艺术馆”，收藏了闵惠芬的胡琴、乐谱、手
稿、唱片、节目单、照片等800余件珍贵史料。来到这里，仿佛进入了
闵惠芬的世界——辉煌与磨砺，精神与使命；民族与世界，艺术与生
活……无不让人深思，给人以启迪。

“闵惠芬艺术周为啥放在周口师范学院？”“周口跟闵惠芬有啥特别
关系？”“周口师范学院师生太幸运了！”……多场音乐会通过网络直
播，吸引了数十万海内外观众，期间不停地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

周口师范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周口师范学院是河南省较早设立艺
术学科、开展美育教育的高校之一，始终高度重视艺术学科发展和艺术
教育工作。以闵惠芬先生的名义，建设一座艺术中心，搭建一个平台，
打造一座融教学、实训、舞台演出于一体的人文社科基地，是学校开
展美育教育、弘扬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举措。

闵惠芬艺术中心总面积7400平方米，建有闵惠芬音乐厅、闵惠芬
艺术馆、学术报告厅等。这里常态化地开展一系列以闵惠芬为主题的
艺术和教学活动，形成了一座“面向河南、辐射全国”的人文社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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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大师精神 奏二胡新声
——第二届闵惠芬艺术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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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节目《曙光》

▼ 杂 技 节 目
《雨中狂想》

▼ 杂 技 节 目
《雨中狂想》

▼

杂
技
节
目
《
丰
碑
》

▲杂技节目《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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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