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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扇开合风声起，响亮节
奏传四方。一袭彩衫，展现了
人们的精神和活力；一把折
扇，演绎着书生意气与挥斥方
遒；一段表演，将历史与当代相
融合……

在盐山县盐山镇刘红庙
村，伴随着欢快的民乐，十余位
村民兴高采烈地表演着武术
扇。

虽然这些上场者都是五六
十岁的农家妇女，但是当她们
分别装扮成武士和少女，舞动
起来的那一刻时，让人感受到
了武术的豪放与舞蹈的文雅之
美的巧妙结合。

一旁，耄耋之年的省级非
遗盐山武术扇代表性传承人刘
文侠耐心地指导着。他的叔伯
兄弟、78 岁的刘文浩，则打起
竹板指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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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盐山这一带的老百姓都朴实
善良，也喜欢创新。听师父说，乾隆年
间，人们把武术和秧歌结合成了武术扇
子舞。逢年过节，大家跑一跑，活动活动
筋骨，乐呵乐呵。这就是盐山武术扇的
雏形。”刘文侠说，虽近些年自己身体虚
弱了很多，但还是常常在大家排练时去
指导指导。

陪同采访的盐山县区域文化研究
者石磊说，道光年间，这一民间舞蹈已
趋于成熟。民间艺人们先后创作演出了

《下棋》《小天台》《放风筝》等 20多个剧
目，极大丰富了演出内容。

“到上个世纪20年代，刘红庙村刘金
铭、彭振和等一批既精通扇子舞，又擅长

武术的民间艺人，为提升扇子舞的艺术
品位，巧妙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他们对
古老的扇子舞大刀阔斧地改编，形成了
在扇子舞艺术中一枝独秀又兼具武术特
色的武术扇。”石磊说。

“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当时，这些
精心编排的武术扇节目登台亮相之后，
受到老百姓欢迎。四邻八乡的都来请俺
们村武术扇队去演出。我十几岁开始跟
师父彭振和学习，到现在，跑武术扇都
60多年了。”刘文侠说。

在业余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盐山
武术扇很快成了各种喜庆活动中必不
可少的助兴形式。很长一段时期，盐山
武术扇不仅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青睐，

还广泛传播于我省大部分地区和山东
省的北部地区。

武术扇队伍由男女各半组成，多则
十余人、少则两个人都可以表演。男演
员是古代武士打扮，手持加长加固的折
扇，舞蹈动作有箭步、弓步、跺子步、旋
风脚等；女演员是古代少女装束，持绸
彩扇，舞蹈动作有扭腰、大转身、袖子步
等。

谈笑间，刘文浩打开音响，随即打响
竹板。伴随着悠扬的管弦乐，表演团的10
余位演员边歌边舞。她们时而挥舞折扇
刚劲有力，时而舒展双臂笑容款款，时而
步履轻盈灵动生风，一抑一扬间，尽显舞
姿的洒脱大方、婀娜文雅。

百余年来，盐山武术扇倾注了 6代
传人的心血。它的发展之路，也是几经
转折。

盐山县文化馆馆长史东说，“七七”
事变之前，武术扇的活动经费都是艺人
们自愿捐助的。为克服演艺人员年龄老
化和外出谋生人员较多等困难，村里多

次派老艺人以老带新，义务传授。
抗日战争时期，盐山一带属于冀鲁

边区。作为武术之乡，武术扇艺人大多
身怀武艺。当时，很多人都走上了抗日
前线。为培育新生力量，村里的老艺人
们冒着被敌寇发现的危险，在夜间排
练，村外加岗放哨，遇有敌情，立即熄灯

停止活动。
一直到解放后，盐山武术扇在鼓舞

全县人民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中也
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一面加大演出场
次，一面派出优秀演员到解放区培训新
演员。

“当时，俺们创作表演了《庆祝土改
大胜利》《妇女翻身求解放》《茉莉花》等
30多个讴歌祖国解放的新节目。1956年，
俺们在省民间业余文艺大汇演上表演了

《织蒲席》，受到好评；第二年，俺们参加
全省汇演，得了锦旗，我和几个队员获得
了优秀演员的称号，还成为省舞蹈协会
会员呢！”说此话时，刘文侠朗声大笑。

此时，盐山武术扇的创新表演，在
舞蹈届形成一定的影响。1958年，解放
军总政歌舞团一行特来观摩并学习。

1978 年，盐山武术扇迎来艺术辉
煌期。来自香港的文化代表团拍摄了
整场的《小天台》电视片；省文化厅摄
录《茉莉花》《放风筝》等，并在省电视
台播放。

更令人欣喜的是，1979年，刘文侠
等表演的武术扇《松梅颂》在全省文艺
汇演中一举夺得一等奖。

武术扇要求表演者有武术功底，否
则很多动作无法完成。因盐山素有尚武
之风，所以武术扇才能在此生根。

“没有武术功底的人根本就学不了武
术扇。”刘文侠说，“习练武术扇最好是十
几岁的青少年，错过了年纪也学不好了。”

“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就喜欢跑武
术扇。如果传不下去，就太可惜了！”采访
中，刘文侠几次重复这句话。

近年来，由于人才青黄不接等原因，
盐山武术扇逐渐衰落。为抢救这一艺术
形式，刘红庙村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支持
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2011年，刘红庙村村主任刘昌武组
织起村民，成立了武术扇表演团。团里现

有成员20余人，由刘中先和刘风臣担任
教练。

村里还花费数十万元，将村委会院
子搭上了钢结构顶棚。自此，武术扇有了
正式的传承基地。

“武术扇对演员要求高，表演时一个
动作都不能错，长时间不练就落下了，这
也是传承艰难的原因。每年春秋冬三季，
大家每晚都坚持排练。”团长刘仁武说。

因为村里的男人几乎都外出工作，
所以妇女们就顶了上来。如今，武术扇的
伴奏音乐就是刘瑞华几年前自己演唱并
录音的。团里的张阁兰、高景平、张杰等
都年近花甲，最年轻的要数50岁的丁新
瑞。

美丽的武术扇背后，是大家的勤劳
与汗水。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她们忘记
了年龄，一遍遍反复习练。她们把旋律记
在脑海中，融进动作里。每一个眼神、每一
个神态，都在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中，展现
着风采，昂扬着中华文化向上的精神。

盐山武术扇是盐山武术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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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影院38号楼，38平方米，32万元，
三楼，楼高6层，运河区实验小学、五中学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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