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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京津冀曲艺
邀请赛在石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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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汤运河杂技魂
□记者 肖 煜 刘 萍

【记者手记】
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黄金水道，大运

河载着文化的生命，艺术的基因，一路奔
腾，除了激发文人墨客的灵感，还给戏曲、
杂技等民间艺术提供了舞台。“上到九十
九，下到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
手。”悠悠运河孕育出了璀璨夺目的吴桥
杂技文化，而运河水不舍昼夜奔流不息，
更赋予了吴桥杂技艺人开拓进取、吃苦耐
劳的精神。他们踏着运河的沧浪，走南闯
北，远涉重洋，登上了世界杂坛的辉煌殿
堂。如今，经过一代代吴桥人的薪火相
传，中国杂技艺术之花已是香飘万里，在
世界各地绽放着东方文明的芳华。

漫步吴桥街头，杂技元素时常不经意
间闯入眼帘：公园中力与美完美结合的顶
缸雕塑、路灯底座花式钻圈的装饰、墙壁
上栩栩如生的杂技绘画、道路两边名字各
异的杂技学校⋯⋯它们以不同方式，为来
吴桥观光的游客讲述着中国杂技之乡与
古老运河之间的传奇故事。

吴桥，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冀鲁交界
处，古黄河下游，西有大运河，东靠四女寺
河，吴桥杂技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与大
运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桥古
时属冀州之地，据《史记》《汉书》记载：古
冀州一带，当时流行一种人们戴着有角的
面具，互相比武、斗力的游戏，民间称之为

“蚩尤戏”，蚩尤戏便是古代杂技的雏形。
汉朝时改称“角抵戏”，近似于现代的比
武、摔跤，它奠定了古代杂技的基础。汉
代，随着国家经济日渐强盛，文化艺术得
以迅速发展，以杂技为主的“乐舞百戏”成
为宫廷主要娱乐方式。自宋代始，杂技艺
人走出宫廷，开始在民间活跃起来，通过
大规模的民间游艺活动，互相交流，促进
了杂技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运
河漕运空前发达，沿河流域的城镇经济愈
加繁荣，人口激增，码头、村镇的兴起，给
吴桥艺人的杂技表演提供了前提条件。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
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
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一首
杂技艺人行走江湖的歌谣在吴桥传唱了
多年。“条河”就是民间对运河的称谓，明
清和民国时期，对于吴桥艺人来说，运河

流经区域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沿运河行
走江湖，是出行的首选之路。沿着大运河
走出家乡，依托北京“天桥”、天津“三不
管”、南京“夫子庙”等成长起来的吴桥杂
技艺人数不胜数，杂技江湖上也就有了

“没有吴桥不成班”的说法。
大运河用她宽厚的臂膀，给了吴桥杂

技艺人坚实的依靠。汤汤运河水，悠悠杂
技魂，吴桥杂技艺人念念不忘大运河的哺
育与滋养。“大运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
们这一代吴桥杂技艺人，对运河都怀有深
深的眷恋。运河带给我们走江湖、闯码头
的勇气与豪情，带给我们开阔的胸襟，带
给我们生活的力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传承人、当年北京“天桥八大怪”
之一的卸索大王王玉林的曾孙王保合动
情地说。

被誉为“世界近代马戏之父”的孙福
有、精通六国语言的杂技明星史德俊、号
称“东方卓别林”的赵凤岐⋯⋯这些来自
吴桥的名班、名门、名人，通过运河走向世
界，足迹遍及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
一路行走，一路留下精湛技艺，展示了中
国博大精深的杂技艺术精髓，不仅使外国
人了解了中国杂技之美，也了解了中华文
明。他们又将国外先进的技艺带回中国，

架起了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
劈 腿 、倒 立 、下 腰 、翻 跟 头 、耍 草

帽⋯⋯清晨，在距离中国吴桥杂技艺术学
校千余米远的大运河岸边，一群来自坦桑
尼亚、埃塞俄比亚、老挝、加纳等国家的留
学生正在专心练功。茵茵绿草成了天然
地毯，潺潺流水为他们伴奏，摇曳的垂柳
为他们鼓劲儿、助威。“来吴桥学习，不仅
因为这里是中国杂技的发源地，而且这里
的杂技技艺国际一流。老师告诉我们，吴
桥杂技就是靠这条运河走向了世界，真了
不起。回国后我要把学到的中国杂技技
艺传授给更多喜欢杂技的人。”望着蜿蜒
流淌的运河水，26 岁的老挝留学生红姆
巴斯用汉语开心地说。从 2002 年开始，
来自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
亚、老挝等 23 个国家的 400 余名留学生，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取
经。在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中，有的已经成
立了杂技学校或演出院团，吴桥杂技在异
国他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外友谊
通过杂技这座桥梁变得更加深厚。

杂技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吴桥艺人因杂技走向世界，世界又因杂技
聚焦吴桥。“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经
过 30 多年的发展走向辉煌，成为与摩纳

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和巴黎“明日与未
来”世界马戏节齐名的世界三大杂技赛场
之一。外国友人从千里之外赶赴“吴桥杂
技节”的盛宴。迄今已有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600多个节目参赛。

源远流长的杂技艺术，犹如一条从时
间深处奔腾而来的文化之河，铺开在历史
的河床上，缓慢坚实地流淌，成为历史文
化的源头活水，让运河人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近年来，吴桥杂技产业已形成杂技
旅游、杂技演出、杂技教育和杂技魔术服
装道具制作四大产业格局。

美丽的大运河畔，世界唯一的杂技主
题公园吴桥杂技大世界里，传统杂技与现
代杂技轮番上演，年接待游客逾 60 万人
次，实现年旅游综合收入近4000万元；量
身打造的杂技情景剧《江湖》火爆上演，全
方位再现了吴桥杂技艺人闯荡江湖的人
生百态；杂技魔术道具制作产业日趋成
熟；杂技山水田园综合体项目已种植芍
药、牡丹、玫瑰、杏树等花卉树木近千亩；
一期投资 20 亿元的杂技乐园项目，正在
热火朝天地建设中⋯⋯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让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吴桥杂技，焕发出强大的产业引领力，也
让运河之畔的吴桥再次扬帆远航。

①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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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位于综合体内
的杂技雕像。

②外国学生
在吴桥学习杂技。
记者 田瑞夫摄

本报讯（记者曹铮）11 月 20 日晚，由北京群众艺术馆、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河北省群众艺术馆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京津冀曲艺邀请赛，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文体中心举办。

此次邀请赛，京津冀三地近百名曲艺爱好者共带来15
个精彩节目，涵盖了相声、单弦、快板书、京东大鼓、天津时
调等曲艺门类。由天津市群众艺术馆选送的京韵大鼓《御
河岸边我的家乡》、河北省群众艺术馆选送的快板《地球卫
士塞罕坝》、北京群众艺术馆选送的山东快书《一碗饺子》等
节目先后登场，为观众奉上了一场曲艺盛宴，赢得阵阵掌声
与喝彩声。

京津冀曲艺邀请赛是三地文化部门联手打造的品牌文
化活动，自2015年起已成功举办三届。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日前，省残联、省教育厅、省体育
局联合印发《河北省冬残奥体育教育进特教学校实施方
案》，提出广泛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参与冰雪运动，到
2022年，使全省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达到50万人次。

方案提出，全省特教学校要将残疾人奥林匹克和冬残
奥体育知识教育纳入学校日常教学。有条件的地区可开设
冬残奥项目运动课程，通过上冰上雪或者仿冰仿雪助力残
疾人冰雪运动季相关活动开展。

加强冬残奥体育教育骨干队伍建设力量。积极开发学
校自身的培训资源，让一线教师有机会提高理论水平和竞
技水平，鼓励教师到校外参加学术交流及培训。积极开展
冬残奥运动系列赛事活动。在特教学校开设冰蹴球、模拟
冰壶等适合残疾学生的冰雪或仿冰、仿雪运动项目课程，鼓
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各类冬季体育健身及融合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华）11 月 16 日，全国首届青少年越野
滑雪（滑轮）河北站训练营暨挑战赛在河北省冬季体育传统
项目校——石家庄市桥西外国语小学拉开帷幕。本次活动
为期一周，共有80名学员参加。

此次训练营由10名中国滑轮项目专业教练施教，他们
将采用挪威滑轮培训的体系，以体能拓展配合滑轮基础培
训，带领学员安全、循序渐进地进行滑雪技能训练。这些学
员均为越野滑雪（滑轮）零基础，通过为期一周的训练，将逐
渐掌握越野滑雪传统技术和自由式技术的基本动作。

《河北省冬残奥体育教育进特教
学校实施方案》提出

广泛推动特教学校
学生参与冰雪运动

全国首届青少年越野
滑雪（滑轮）河北站训练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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