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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跷情
本报记者 张 丹 摄影报道

画好浓墨重彩的脸谱，戴好华丽的头冠，穿好五彩的戏服……鼓点一敲，
锣声一响，他们登场了——

锣鼓敲起来，踩着高跷的小
伙子们舞起来，周围人的喝彩声
响起来。

那一刻，69 岁的高伟起满
脸带笑。

高伟起家住市区民族路社
区 ，是 交 通 部 门 一 位 退 休 职
工 。由 于 年 龄 原 因 他 已 经 不
能 踩 高 跷 了 ，但 作 为 一 个 老
高 跷 人 ，他 觉 得 民 间 艺 术 有
人 喜 欢 有 人 传 承 ，是 他 最 大
的欣慰。

只要他们的高跷队一出现，
不管走到哪，都有人追着看——
如今，高跷队成了年轻人的高跷
队，更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有人看热闹，有人看念想，
也有人看情怀，无论看啥，高伟
起都觉得这是高跷人的骄傲。

69岁的“幕后指导”

11日早上6点起床时，高伟
起还是感觉有些累。

昨天晚上 7点多演练回来，
吃完饭已经近 9点，他睡觉的时
候已经10点多了。

一天六七次的演练，再加
上晚睡早起，对于高伟起近 70
岁 的 身 体 来 说 ，确 实 是 个 挑
战。

“没办法，就是爱这个，累也
高兴。尤其是现在和年轻人在一
起，给他们做指导，我浑身又充
满了力量。”这是高伟起的心里
话。

说起跑高跷，高伟起津津乐
道。

他所在的高跷队，当时叫民
族高跷队，他也记不清成立于什
么时候，反正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辈就在跑。

高伟起跑高跷，是从五六岁
的时候开始的，用他的话说，自
己的跷龄已经60多年。

那时候跑高跷，纯属为了
玩。

高伟起说，他们小时候，孩
子们的娱乐活动少，一到腊月，
跑高跷的大人们操练起来，对于
当时的孩子们来说，是最高兴的
事。

沾着父辈的光，他们这帮
“高跷子弟”有了近距离接触高
跷的机会，很小的年纪就加入了
进来。

也因为这，他们成了很多小
伙伴羡慕的对象。

摔倒过，磨破过脚，也曾累
哭过，尽管这样，对孩子时代的
高伟起和他的同伴来说，跑高跷
依然是一年到头最开心最得意
的事。

上世纪 60 年代末，受当时
形势的影响，高伟起所在的高跷
队没有再演出，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过年跑高跷这项文娱
活动，才又重新开展起来。

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高伟起跑起高跷来越来越吃力。

曾经，他和他的老伙伴们有
过担心，担心到了他们这一代，
就没法再将这一代代传下来的
高跷传下去。

不过，眼前，看着这些二三
十岁的小伙子，从他们的手里接
过接力棒，高伟起和其他老伙伴

们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幕后指
导”。

他也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看
到了高跷队继续传承下去的希
望。

自掏腰包 重建队伍

2020 年春节的时候，高跷
队没有进行演出。

那一年，和高伟起一起的一
个高跷队带头人去世，曾经一
度，高伟起以为高跷队就这么销
声匿迹了。高跷队的人们以六七
十岁的老年人居多，大多数人已
跑不动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2021 年
冬天，曾经跟着他们跑高跷、一
群热爱高跷的年轻人，又重整旗
鼓，将队伍建了起来。

35 岁的徐晓林、36 岁的刘
跃算是这个新队伍的带头人。

徐晓林说，他和刘跃都住在
市区民族路社区附近，从小看着
高伟起以及其他长辈跑高跷。

“我们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
生人，从上世纪 90年代，就看着
这些长辈们跑高跷。”徐晓林说，
对于他来说，高跷已经成为过年
时候的一种记忆。

徐晓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
作、自己的家庭，以前每年一到
腊月，他们都会在老一辈的招呼
下，操练起来。

2020 年的那个春节，对徐
晓林他们来说，可谓十分没劲。
因为疫情防控要求，不能出门，
更不能到广场跑高跷。

那一阵，他们只能在群里和
弟兄们聊，和长辈们聊，但不能

出去跑跑，“说实话，心里痒痒，
腿也痒痒。”

算是一种情怀，更算是一种
责任，2021年刚进冬天的时候，
徐晓林、刘跃等人在群里一招
呼，想重整高跷队，当时就获得
了一致赞同。

以前的服装、道具用了几十
年，都已经旧了。

于是哥几个自掏腰包，拿了
2万元钱，买衣服、买行头、买道
具。

他们还给高跷队起了个新
名字，“民族高跷葡萄湾同乐
会”。

看到他们操练，一些住在附
近的年轻大学生，也参与进来，
想着学习这一民间传统文化。

这样下来，这个队伍的人数
达到了近30人。

他们不论在哪演练，都能
吸引一些人，虽然三九寒冬，练
起来就是一身汗，但每个人都

很兴奋，“因为给大家带来了欢
乐”。

徐晓林说，其实也是为了满
足自己，“一年到头不跑跑，身上
难受，心里也难受。”

看着高跷队伍一出现就被
人们追捧，徐晓林说，那是一种
肯定，更是一种激励。

七八个孩子
抢着练

去年冬天，演练之前，徐晓
林他们又掏出 1万元钱，购置了
些新的道具。

“没办法，就是对高跷有感
情，盼着高跷队越来越好。”

徐晓林说，他们这些孩子，
也是伴着高跷长大的孩子。

小的时候，一看大人们操练
高跷，他们一群孩子就跑上去。

但那时候孩子有七八个，适

合孩子练的高跷只有两副。
为了抢这两副跷，徐晓林和

伙伴比着看谁起得早，“早到的
就有，晚到的就抢不上了。”

徐晓林说，他记得自己当时
为了能抢到一副小高跷，大冬天
凌晨5点多起过床。

“那时候抢到跷就高兴。”徐
晓林说，抢不到跷的孩子，有当
着一堆人面就哭的，也有跑回家

“哇哇”大哭的。
虽然现在说起来，都像是笑

话，但当时是真的难过。
练高跷时，摔跟头是常有的

事，徐晓林说，他记得每个孩子
都摔过。

不仅仅是摔跟头，有的时候一
天跑下来，一些孩子的脚都磨破
了，但从未有孩子因为这些哭过。

30岁的王刚就是从那群孩
子成长起来的。

刚开始，他扮演的是“傻小”
等一些最初级的角色，到现在他
已经成为高跷队伍里挑大梁的

“京得”这一角色。
“京得”这一角色，就是整个

高跷演出的“魂”，他的行进，也
就规划了大家走高跷的路线。

王刚刚开始练这一角色的时
候，没少走错路线，闹不清方向。

后来，在高伟起等老一辈的
不断指导下，他一遍又一遍地调
整，“也觉得很累，但一想到能跑
好高跷，就浑身都是劲儿了。”

六岁的娃娃队员

王刚的这股爱高跷的劲儿，似
乎也遗传到了自己的儿子身上。

王刚的儿子叫王艺程，从 3
岁开始，王艺程就对高跷表现出
了特别大的兴趣。

“或许是更早的时候。”王刚
说，王艺程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一听到鼓点响，就表现得特别兴
奋。

三岁的时候，王刚在家里给
他备了副小孩用的高跷，给他绑
在腿上。

王刚在前边走，没想到孩子
在后边就跟上了。孩子不仅走得
稳，一招一式还挺像那么回事。

练了两年，再有活动的时
候，王艺程也跟着队伍演出了。
刚开始只能跑一会儿，到现在王
艺程整场演出都能完全跑下来
了。

或许就是遗传，王艺程对高
跷的兴趣不比爸爸王刚低。

一到年节，别的小朋友都嚷
嚷着要买礼物，王艺程最盼望的
就是跑高跷。

赶上活动多，一天跑六七
场，有的时候连中午饭都要推迟
到下午，一个孩子全天跑下来，
却从来没喊过累。

五六岁的小孩跑高跷，在看
高跷表演的人眼里，也是新鲜事
儿，每次跑完后，人们都纷纷跟
这个小朋友合照。

为了鼓励王艺程，今年春节
前，王刚亲手给他缝了两个跑高
跷时用的帽子。

王刚的爱人说，一个从不干
细活的大男人，能一针一线地给
孩子缝帽子，这是对孩子的爱，
也是对高跷的爱。

年轻人成了高跷队的主力年轻人成了高跷队的主力

娃娃队员娃娃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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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五个月，温暖如春天，万盛老年公寓欢迎您！
★居住环境优美 ★护理服务细心
★饮食科学营养 ★文化活动丰富 招收自理、不自理老人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
咨询电话：总部3599799 18230174857 社区分院：8986089 18232718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