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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是一门古老而又神秘的艺术，它
以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
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将我们带入变幻莫
测、精彩纷呈的崭新世界。在魔术中，可以
看到不可能变为可能，看到幻想成为现实，
看到智慧与创意的无限碰撞。而亚洲，这片
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正是孕育和滋养
这门艺术瑰宝的沃土。绚烂多姿的亚洲魔术，
为世界魔术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魔术是制造奇迹的艺术。它依据心理学、
化学、数学、光学等科学原理，运用特制的
道具、视觉传达、形体表演等手段，抓住人
们好奇求知的心理，制作出让人不可思议的
假象，达到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中国是世界魔术三大摇篮地之一。千百
年来，中国的魔术艺术积累了极其宝贵的艺
术财富与艺术经验。如今，魔术在炫技的同
时，越来越重视舞台的艺术感觉以及意境的
挖掘与创造。

如今，中国魔术艺术在创作编排中恰到
好处地融合各艺术元素和情境化、诗意化演
绎，使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艺术性和观赏
性得到极大强化，许多跨界与融合都令业界
称道，令观众在为各种神奇变化叹为观止的
同时得到综合的艺术享受。当代魔术的思维

空间和技术空间极为广阔，不仅在继承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还紧追时代步
伐，通过新科技手段，以多种媒介、多种审
美经验营建着新的魔术艺术。

然而，任何艺术形式的成长都不是一蹴
而就的，当今魔术的发展也同样面临着诸多
挑战。

首先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认识尚显不足。
尽管魔术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科普教育和
社会交往等功能，但在社会层面的认知度和
评价标准上仍有提升空间。其次，教育体系
中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导致魔术人才在成
长过程中缺乏系统性的引导和支持。此外，
行业规范的缺失与过度揭秘现象频发，制约
了魔术生态的健康稳定发展。最后，个体艺
术家的单打独斗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技术革
新和市场需求变化，急需建立更为紧密的合
作网络与资源共享机制。

面对上述挑战，我们要以开放包容的态
度拥抱变革。首先，加大推广力度，让大众
深入了解魔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与文化背景，
提升其在社会中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其次，
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培训相结合，鼓励高校
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培养更多既有扎实功底
又能独立思考的复合型魔术人才。再次，完

善行业规章制度，严厉打击非法泄露魔术秘
密的行为，保护从业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
竞争环境。最后，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魔术资源的流动与整
合，形成合力应对全球化挑战。

魔术之美，在于它的不可预知与带给观
众的无限惊喜。每一次成功的演出都是对创
作者智慧结晶的高度肯定。不久前举办的亚
洲魔术大会作为一个汇集各方高手切磋技艺、
分享心得的理想场所，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
向前迈进的关键力量。我们坚信，在不久的
将来，亚洲魔术定能凭借其独有的魅力和创
造力，在世界舞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鲜明印
记。通过持续不断地探索与实践，魔术必将
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为人们带来更多的
欢乐与启迪。

魔术不仅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
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
魔术家们肩负着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重任。
只有坚持创新驱动，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才能让这朵奇花异草永远盛开在人类文明的
花园之中，让更多人享受到魔术带来的无穷
乐趣和深刻启示。

（作者系中国杂技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

日前，户外记录类节目 《秘境之眼》
特别篇—— 《珠峰秘境》 引起观众积极反
响，在生态保护界好评如潮。虽然是一部
仅有 10 分钟的自然纪录片，该期节目创造
了 3 个“首次”——首次拍摄到在珠峰南
坡，喜马拉雅塔尔羊与喜山长尾叶猴同框
觅食及嬉戏的珍贵镜头；首次记录了喜马
拉雅塔尔羊母子互动玩耍的动物行为；首
次拍摄到喜马拉雅塔尔羊与喜山长尾叶猴
舔食岩壁盐渍的珍贵影像。之后，随着

《秘境之眼》 系列之 《岷山秘岭》《竹林隐
士》《秦岭美猴王》《大湾区水中精灵》

《穿山甲回归记》 等节目陆续与观众见面，
《秘境之眼》 成为一大收视热点。

《秘境之眼》 呈现了认识自然的另外
一种视角。通过镜头，我们了解到大熊猫
居然有“醉水”现象；穿山甲偏偏喜欢在
苏铁下打洞；原来吃竹子的动物不光是大
熊猫，金丝猴冬天也吃竹子……“要关注
那些被人忽略的自然事物和现象。”节目
监制谭义勇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
们推出这档节目的初衷正是聚焦中国自然
保护地，以珍稀野生动植物、独特的生态
类型、生态保护为切入点，展示自然保护
地多样态的生态之美，秘境动植物原真性
以及发生在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故事。”

生存与繁衍是野生动物永恒的主题。
节目执行总导演李德刚介绍，《秘境之眼》
摄制组选择拍摄对象遵循以下原则：其
一，不常见或者难得见到的野生动植物；
其二，如果是多次拍摄过的野生动植物，
要找出不一样的特点或者细节；其三，所
拍摄的野生动植物要有一定的故事性。

导 演 肖 山 介 绍 ， 对 于 摄 制 组 来 说 ，
“前调”（拍摄之前的调研） 是成功拍摄的
前提，“前调”中最有价值的情报往往来
自巡护员。巡护员一年四季都在野外，山
上有什么野生动物，什么时间会有怎样的
活动，他们最清楚。比方说，无量山巡护
员凭叫声就能知道长臂猿的觅食路线，预
判在什么时间、哪座崖壁下与长臂猿相
遇，在哪里架设机位能拍摄到最佳镜头。

“不被打扰的相逢”是 《秘境之眼》
的标识语。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作为
制片人，王采芹要求摄制组成员自己首先
要做到。在野外，他们不能涂防晒霜，不
能喷驱蚊剂，不能涂化妆品，不能食用味
道浓重的食物，以避免其散发出的味道干
扰野生动物正常生活。

距离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核心。在野
外，每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安全底线距
离，对摄影师自身来说也是如此。但安全
距离具体是多少并没有固定答案，取决于
是什么野生动物和当时的具体情况，双方
都需要试探。

在野外拍摄野生动物，任何一次成功
的拍摄都需要耐心地等待。摄像师很可能

为了拍摄一个几秒钟的镜头，一动不动地
等上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从事
自然纪录片拍摄通常需要禅僧一样的境
界。”另一位执行总导演刘晓舟感慨。

而在极端条件下的拍摄，除了耐心更
需要意志。在青藏高原海拔 5400 米的高处
行走拍摄白唇鹿觅食行为，为了防止镜头
抖动，摄像师于昆屏住呼吸、手持拍摄，
不料却造成缺氧性高原反应，险些丧命。
在无量山的一处湍溪拍摄长臂猿时，于昆
因为没有抓住对面岩壁上的树枝，脚下踩
空不慎跌落，好在被下方的树冠弹了一
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摄制组所到的地方，很多都是人迹罕
至之处，拍摄器材和设备辎重很多时候只
能靠人扛肩背。攀崖壁，卧冰雪，涉溪
水，钻密林，其艰苦和危险程度超出想
象。然而，《秘境之眼》 摄制组依然每一
次拍摄都力求完美，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
细节。野生动物对待捕食成败的反应，实
现捕食目标时的情感变化，以及它们表情
上的一丝丝恐惧和喜悦，都被镜头一一捕
捉。“用十分钟讲述一个完整的自然故事，
故事还要有冲突，有矛盾，有转折，有戏
剧性，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节目总导
演聂鹏鹏说，“这要求我们要把最精彩的
东西呈现给观众。”

此外，超高清摄像器材及微距延时手
段的运用，也为画面的清晰度和质感增
色。在 《秘境之眼》 节目中，甚至连野生
动物的眼神及脸上的抓痕都看得清清楚
楚。这种展现野生动物个性的方式是自然
类影像拍摄手段的重大突破，也代表着中
国自然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

本报电 （闻逸）“大步走来是喂是喂，
往前走那么呀咿哟，跟着红军干革命……”
10 月 2 日至 3 日，由江西赣南艺术创作研究
所创作演出的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该剧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赣南
地区一个名叫“骡子”的青年马夫，被苏
区中央银行马队雇用，他赶的黑骡子在湘
江战役中被炸死，导致装有大量黄金的箱
子掉落。他坚守承诺，不为眼前的黄金所
动，在红军战士拼死掩护下孤身突围，毅
然踏上了追赶红军部队的艰险路程。

《一个人的长征》在艺术呈现上做了不
少创新。比如用皮影道具打造黑骡子、红鬃

马形象，实现人偶同台演绎；在舞台上设置
民乐小乐队，承担演奏和伴唱职能，还与演
员、观众现场互动，推动剧情发展；保留赣
南采茶戏传统的矮子步、扇子花、单水袖等
艺术特征，又融合多种艺术元素，使用交响
乐和民歌小调穿插对唱等。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于
7 月至 10 月在北京举办“与时代同行 与人
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遴选 40 部自新时代以来全国创作生产
或复排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作为第十六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获奖作品，《一个人的长征》 入选此次
展演。

本报电 （沈汉炎） 日前，“东莞文艺
新实力”展览展演扶持项目之“无限城
门”摄影展在广东东莞文联文艺空间开
幕。展览以“迎恩门 （西城楼） ”这一东
莞 文 化 标 识 作 为 切 入 点 ， 分 “ 城 楼 记 ”

“阡陌昼”“斑斓夜”“风土记”4 个展区，
采取“1+N”的图文方式进行展示，让观
众从全新多元的视角领略不同时空的东莞
之美。

东莞有着“千年东莞，根在莞城”的
说法。从唐至德二年 （757 年） 宝安改名
东莞，县城迁至莞城旧城后，莞城开始成
为有城墙、护城河守护的县城。如今的迎

恩门 （西城楼） 被视为东莞文化起源的象
征和城市精神的图腾，其红粉石楼基为明
代筑城原物，上部瓦顶取材于原莞城资福
寺大雄宝殿。

展出作品出自东莞 80 后摄影师刘中之
手 。“ 我 每 次 路 过 西 城 楼 ， 都 能 感 受 到
1260 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底蕴，享受来自定
格美好瞬间的怡然自得。”他说。

展览以镜头记录下国际制造名城东莞
的“城门内外及其人间烟火”，勾起改革
开放 40 多年来，2 亿多来莞人员的青春记
忆和情感共鸣，编织成浩浩如海的“东莞
故事”，衍生出未来无限的想象和可能。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在京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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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城门”摄影展在广东东莞举办

点亮魔术奇幻之美
唐延海

中国魔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近年来
爱好者群体迅速增长，相关产业和学科建设
不断进步。日前，2024 年国际魔术联盟亚洲
魔术大会在广东深圳举办，来自 10 个国家和
地区的参赛者角逐明年世界魔术冠军赛的入
围资格，而后者有着“魔术界奥林匹克”的
美誉。同时，大量魔术爱好者和道具厂商也
云集于此，共话产业未来。

展现亚洲魔术最高水平

“魔术、娱乐、个性。”本次大赛评委会
成员朱利叶斯·弗莱克用这 3 个词总结他的感
受。作为大会主体活动的 2024 年国际魔术联
盟亚洲魔术冠军赛，是国际魔术联盟世界魔
术冠军赛的亚洲区域预选赛，来自日本、韩
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68 部作品参赛，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 39 部作品入围 2025 年将在
意大利都灵举办的国际魔术联盟世界魔术冠
军赛。

这也是一次魔术交流的盛宴，来自亚洲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魔术师相互切磋、共同进
步，与会选手和观摩者一起领略前沿、多元
的魔术审美和艺术追求。

在作为配套活动的魔术沙龙上，魔术师
们团团围坐，技巧、创意、表演思路……他
们无话不谈。“能见到这么多‘大神’，真是
不虚此行。”“难以想象，球 （魔术道具） 还
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来自五湖四海的魔术
爱好者对记者说。

对于很多魔术师和爱好者来说，“怎样才
算是一个优秀的魔术节目”是一个值得不断
探索的话题。而对不少与会者来说，这次亚
洲魔术大会在展现当前亚洲魔术最高水平之
外，更重要的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帮助他们
更深入地了解、认识魔术。

优秀的魔术节目需要强烈的魔术效果和
出色的娱乐性，因为魔术是要面向观众表达
自身的艺术，同时还需要有鲜明的、令人印
象深刻且妙趣横生的个性。这一点是不少参
赛者、评委和观众的共同心声。

在朱利叶斯看来，中国魔术发展前景广
阔。“中国魔术师一直都有非常好的艺术感知
力和魔术技巧。中国魔术界的原创性和创新
性也越来越强大。”他说，“中国魔术师一直
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将中国传统的音乐、
服装、道具和风格融入到魔术节目当中，我
希望这些传统特色在将来也依然是中国魔术
的一部分。”

让“魔法”有迹可循

说到“魔法学校”，不少人或许会想到小
说 《哈利·波特》 中的“霍格沃茨”。然而，
在如今的中国，稳扎稳打的学科建设正让

“魔法”走进现实。打开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
席李宁的微信名片，“魔法校长”的头衔令人
印象深刻。20 多年前，李宁凭借着 《移形换
影——三变》 先后斩获多项国内外大奖，是
亚洲首位获得“魔术界奥斯卡”蒙特卡罗国
际魔术总冠军的华人魔术表演艺术家。如今，
他投身魔术高等教育建设，是全国首个获得
国家认证大学文凭的全日制魔术学历教育学
院“李宁魔术艺术学院”的创始人。

2012 年，中国杂技家协会联合北京舞蹈学
院首次尝试将魔术纳入高等院校正式课程，标

志着魔术教育开始步入专
业化轨道；2018 年，“李宁魔
术 艺 术 学 院 ”正 式 揭 牌 成
立；2021 年，“现代魔术设计
与表演专业”被正式纳入教
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专业
目录；2023 年“现代魔术设
计与表演”专业、北京联合
大学“表演（杂技魔术剧）”
专业正式开始招生……回
顾一路走来的种种艰辛，李
宁感慨万千。

从专业的魔术表演者、
魔术设计者，到负责魔术
服务的幕后工作者，再到
魔术道具的设计者，如今
中国的魔术高等教育正逐
步走向严谨科学的学科设
计。“我们要培养的是全方

面的魔术人才。”李宁表示。
而海量的爱好者群体更是中国魔术蓬勃

发展的基础。如今中国魔术爱好者众多，魔
术社团发展迅速，大大小小的魔术主题活动
比比皆是。去年成立的全国高校魔术社团联
盟吸引了大量大学生魔术爱好者群体，有想
法、有技术的年轻人正成为中国魔术不断发
展的基础。

产业绽放“中国创造”之花

“‘罗汉钱’是我们的代表性魔术道具产品
之一。它属于经典的钱币类魔术道具，其设计
灵感来自康熙通宝，在众多古钱币类道具中独
树一帜。中国古钱币中间有孔，可以配合绳子
等道具，让表演流程更丰富。”在本次大会的魔
术道具展现场，中国杂技家协会魔术艺术委员
会副主任、道具展商“竭力世界”的品牌创始人
钟志刚向记者介绍，“‘罗汉钱’在传统文化中
有着吉祥、幸福等众多美好寓意，这使得它深
受世界各国魔术师和爱好者的喜爱。”

从 20 多年前依靠价格优势“薄利多销”，
到如今更重视“中国创造”，一项项专利产品
涌现，魔术道具产业的发展同样见证着中国
魔术的不断进步。如今的中国魔术道具畅销
世界，不仅有着经典魔术道具，更有众多结
合中国文化的产品走俏世界。

而在产品研发上，越来越多青年魔术师
也开始投身于魔术道具的研发，年轻人源源
不断的新点子和创意让中国魔术道具产业发
展越走越稳。

“很多时候魔术道具的研发需要经验的积
累，很多一点就透的‘机关’‘窍门’离不开内行
的指点。”钟志刚告诉记者，“随着专业学科的
建设和不断与世界魔术界的交流学习，中国魔
术道具产业和中国魔术的未来值得期待。”

2024年国际魔术联盟亚洲魔术大会举办，来自海内外的参赛者和观众——

共赴一场魔术盛会
本报记者  黄敬惟

观众在魔术道具展商“竭力世界”的展台前体验。

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
参赛魔术节目 《午夜狂想》

《路灯》。
右图：魔术师和爱好者

们正在交流技法。
中国杂技家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