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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张家班舞中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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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龙活虎的中幡排练生龙活虎的中幡排练

湛蓝的天空下，近十米高的幡旗色彩格外明丽，一字

排开舞幡的汉子们身形飘逸、步法稳健。

碗口粗的大杆在他们的头上、肩上、手上翻飞出各种

花样。幡旗上彩色缨络纷飞、铃声清脆地回响……

他们舞动的不仅是一杆杆幡旗，而是舞动着古老文

化的传承，舞出了坚韧顽强的意念。每个人仿佛成为力量

和自信的化身，展现着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

近日，在沧州画眉张杂技团，省级非遗中幡代表性传

承人张新通带领“张家班”成员，威风凛凛舞动着中幡……

“画眉张”后人代代传2
张新通说：“从增财爷创出‘张家班舞中幡’至今，已有 100多

年了。我们这些后人一直在传承着祖上留下的中幡技艺。如今到我
这，已经是第三代了。”

在张增财第二代传人中，张俊堂、张连镇、张连玉、张连江等颇
有建树。张连镇、张连玉先后由肃宁县调入沧州市区工作，使这门
绝技得以依托大运河发扬开来，在沧州、肃宁等地“开花”，并成为
沧州杂技的传统保留节目。

谈笑间，只见张新通用头顶住一杆中幡。他一扬头将中幡高高
抛向远处，身体轻盈地挪过去，在幡落下的地方，用额头接幡再舞。
稍顷，他又把中幡竖起托在手中前旋后转，用一个手指顶住沉重的
中幡，又将中幡竖立在肘弯处、颠起落到肩部，但始终幡不离身、杆
不落地。

10余公斤重的中幡，在他的手中上下飞舞、交替腾挪、花样百
出，令人惊叹。

“我 6 岁学艺，8 岁登台演出。舞中幡要做到快、稳、准，手
眼配合必须协调一致。舞中幡不仅能提高四肢的活动能力，
锻炼筋骨，增强腰部和腿部力量，还能培养人的目测力、判断
力、准确性、灵活性和协调性。”说起舞中幡的功夫，张新通如
数家珍。

张新通曾带领“张家班舞中幡”节目，应邀赴美巡回演出 8个
月，受到广泛好评。

“1998年，我带着‘张家班舞中幡’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
欢晚会。10年后，我们又参加了‘星光大道’年度晚会的演出。”张
新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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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幡是非常古老的民间艺术。它源于唐宋，至今已有1000多
年的历史了。幡是旗子的一种，按尺寸大小之别分为硕幡、中幡和
小幡三类。中幡是装饰华丽、标题清晰，既具有仪仗特色，又可用于
比赛力量的一种旗帜，被多数表演者选用，于是‘耍中幡’这一叫法
就传开了。”张新通说。

清代的《百戏竹枝词》中曾书“幡为四五尺高，上悬铃锋，健儿
数辈舞之，指挥甚如意，佐以金鼓声，观者如堵墙焉”。可见中幡的
悠久历史。

舞弄中幡的旗手，尽显武勇与巧妙，因此，参加中幡会的各团
体都有自己的标旗，竞相演练舞幡高招绝技，逐渐形成颇具特色的
杂技节目。

张新通说：“舞中幡曾是清代庆典等走会活动的必备项目。乾
隆年间，中幡会属于镶黄旗佐领管辖，属内八档会之一，受过皇封，
盛极一时。”

据张新通介绍，中幡表演时，艺人们将 10余公斤重的长杆子
竖起托在手中，表演的动作各有形象的名称——将杆子抛起用脑
门接住为“霸王举鼎”、单腿支撑地面用单手托住杆子为“金鸡独
立”。此外，还有“龙抬头”“老虎撅尾”“封侯挂印”“苏秦背剑”“太公
钓鱼”“擎一柱”等象形动作。

“考究的中幡杆顶上还有一层甚至多层由彩釉、锦缎、响铃、小
旗组成的圆形装饰物，称为缨络宝盖，舞起来不仅五彩缤纷，而且
发出悦耳的声音。”轻抚着一面由自己和妻子张永霞精心制作的幡
旗，张新通说。

民国初年，沧州籍著名杂技艺术家、“画眉张”口技大师张增财
将全国各地舞中幡绝技融于一炉，创建了独具特色的“张家班舞中
幡”表演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增财带领的杂技“张家班”名声已经享誉
海内外。他的传人曾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法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国演出。“张家班舞中幡”更是深受海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

1958年，张增财参与创建了肃宁县杂技团，广收门徒，传承舞
中幡技艺。

张新通和徒弟们缝制幡旗

舞中幡源于晋朝军舞中幡源于晋朝军
中中，，曾是清代曾是清代庆典庆典活动必备活动必备

的项目的项目，，后演变成后演变成民间庙会表演民间庙会表演
节目节目。。著名杂技艺术家张增财创建著名杂技艺术家张增财创建
了独具特色的了独具特色的““张家班舞中幡张家班舞中幡””表表
演体系演体系。。

22019019年年，，中幡被列入省中幡被列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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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舞豪情3

为提高演出效果，张新通和同为杂技演员的妻子张永霞反
复研究，将古老的中幡道具精心改良，既保留了传统中幡的特
点，又大大提高了观赏性和实用性。

在自己制作的中幡前，张新通说：“现在的道具，幡顶部灯笼根
据舞台高低可以调整至3—4个，两侧小长旗改成了多色小彩旗。幡
面和龙身都用彩色搭配，这样在舞台上的视觉效果更好了。”

张新通将原有中幡单面写有字体“古老中幡”改为双幡面，
幡面缝制图腾“中国龙”，龙头冲上寓意如日冲天，龙身龙头都缝
上光彩夺目的亮片，龙眼用亮扣缝制，显得炯炯有神。“这样的中
幡在舞台上配合着灯光舞动起来，就像一条龙一般飞舞。”张新
通说。

他还精选狮头铜铃，拴在幡中，耍起来铃声阵阵，寓意龙幡
狮吼、铃振八方。

“内练丹田气，外操筋骨皮。”张新通说，“舞中幡训练特别辛
苦，一招一式都是高难度和高强度动作。比如用额头接中幡这
个动作，额头上只有皮没有肉，这一下砸下来就得破皮。这要求
演员既有力量和灵敏度，又要有耐心、毅力和不怕受伤的精神。
那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经过了我们常年累月的刻苦练习得
来的。”

为了传承和发展这项技艺，张新通先后创建了沧州市运
河区青年杂技团和沧州画眉张杂技团有限公司，并建立传承基
地，免费传授这项技艺。

张新通为几十个徒弟安排食宿，还帮助他们建立小家庭。这
些青年人大都几岁时就跟着他学习。

虽然传承中幡非常艰难，但是张新通带领儿子张万军仍旧
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他们力排重难，并致力于研发、创新中
幡的表演形式。

张新通和几个徒弟，合作表演了一套中幡技艺。第一个人肩
上的中幡，一颠就落到另一个人手里，接幡的人再做一套动作，
依次颠过去，这中间，幡不落地、不倾斜，几十种招式如行云流水
一般，让人叫绝。

“过去中幡是家族性传承，现在的传承是一
种责任！”望着弟子们生龙活虎的身姿，张新通
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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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沧州商城对面，宝利商厦一楼有沿街门市一间，

建筑面积110m2，水电暖齐全，位置优，价格面议。
联系人：宣女士、马女士 电话：3023842、13785807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