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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当当……”随着有节奏地锣声响起。几
十名游客安静下来，围坐在一个铺着红布的小
几案前，观看刘福强表演魔术《仙人摘豆》。

端坐在几案后的刘福强，帅气的发型、整洁
的服装，有着魔术师的神秘气质。他将 5个小
球、两个瓷碗放在桌上。只见他拿起一个小球，
放进扣着的小碗里，又拿起一个小球，握在手
中，对着那个扣着一个小球的碗，说声“走”。把
扣着的碗儿翻开，里面神奇地出现了两个小球。

接着，他伸手在空中一抓，用魔术棍带着手
往另一个碗一甩。翻开原本空着的碗，一个小球
竟出现在里面。就这样，他单手不断向空中抓
来，另一只手则向小碗指去，一会儿空碗里变出
小球，一会儿又把碗里小球变没。

尽管人们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积极参与猜
测，却一点漏洞也找不出来、没有一次猜中。

“我的表演全凭手法，不受场地、灯光的影
响，舞台上能演、街头也能演，也不怕观众围观
而穿帮。很多观众为了给我揭秘，反复看表演，
可是这‘门子’在哪儿？有的人天天来看，也找不
到答案！”演出结束后，刘福强笑呵呵地说。

“地摊魔术就是过去杂技艺人们撂地演出
的小型近景魔术，以手法为主。这《仙人摘豆》就
是传统项目之一，纯靠手上技巧，没个几年功夫
是练不出来的。”刘福强说。

据介绍，地摊魔术始于宋代，盛行于清代、
民国时期。外国的魔术中有很多表演形式和套
路，均来源于地摊魔术中的一些要素。

地摊魔术的技巧一种是采用纯手法，仅凭
手上技巧，把物品变来变去，一种是手法带“机
关”，还有一种是“抢彩”，预先把隐藏在身上的
物品以极快的速度取出。

《三仙归洞》《仙人摘豆》《大变铜钱》《空碗变
花》等近景魔术，虽然被满是好奇的观众围起来
揭秘，但因表演者手疾眼快、变幻莫测，一个个节
目险象环生，令人如雾里看花，难辨真假……

在吴桥杂技大世界“大福地”小院内，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吴桥杂技·地摊魔术代表性传承人
刘福强，借助手中的几只小花碗、几个小绒球、一
把魔术棍来表演的魔术，加上他幽默风趣的台
词，让游客们时而疑惑万分，时而捧腹大笑。

他耍的这些绝活儿，曾经是老北京天桥、南
京三不管戏法场的近景魔术。

地摊魔术又称地摊魔术又称
““古彩戏法古彩戏法”，”，是我国民是我国民
间小型的魔术表演形式间小型的魔术表演形式，，
有着很高的科学性和民族有着很高的科学性和民族
特色特色。。

20122012年年，，吴桥杂技吴桥杂技··地地
摊魔术被列入省级非物摊魔术被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质文化遗产名录。。

地摊魔术地摊魔术

地摊魔术地摊魔术：：

民间杂技自古有“剑丹豆环，十有九不全”
的说法，但刘福强成为少数能够熟练掌握“剑丹
豆环”四门绝活的魔术师。

为了让观众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戏法，他
一直坚持传统的表演方式，穿上中式服装，用丰
富而幽默的语言和肢体表演，更好地让观众理
解戏法的精妙之处。如今，在吴桥杂技大世界随
刘福强一同演出的爱徒苏刚，也继承了他的演
出风格，表演的《六连环》深受观众喜爱。

“2003年，我创办了杂技魔术培训学校和对
外演出团，那时候，一门心思钻研开发魔术道
具、培养魔术人才。”刘福强介绍，近20年来，他
培养出了300多名魔术演员。如今，这些学生也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一些外国学员也纷
纷慕名前来。他的爱徒李颜培曾在人民大会堂
为国家领导人演出；楚楚也曾在部队为单田芳
等老艺术家们献艺，被评为全军“十佳标兵”。

近年来，厚积薄发的刘福强逐渐成长为我
国魔术界一颗明星。他曾任我省第一届魔术大
赛节目编导，在大型魔幻剧《梦幻西游》中为魔
术总监，曾担任《烟雨张家界》魔术顾问，也曾出
任央视大戏《节振国传奇》魔术顾问。刘福强还
曾连年担任“民间杂技绝技绝活比赛”评委，担
任中国吴桥国杂技艺术节优秀展演剧目《江湖》
的魔术指导。他曾获得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
奖”第八名。

刘福强的业余时间，奔走在京津冀等地，积
极参与杂技进校园活动。他希望通过作品传递
自己的人生哲学，不断用魔术激励更多的年轻
人。

在魔术领域品尝过酸甜苦辣，也品味到成
就收获。“地摊魔术兴起于闹市街头，它的艺术
生命在于贴近民间、贴近观众，有着坚实的群众
基础。”在刘福强心中，魔术师承载着一定的社
会责任，他想通过魔术为老百姓传递更多的快
乐和轻松。

从业近 40年，魔术成为一种无形的意念，
指引着刘福强奋力向前。若是时间可以逆转，刘
福强不加思索地说：“我还是会选择魔术！”在他
的脑海中，魔术让他的人生丰富多彩，并提升了
他的认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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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杂技·地摊魔术的戏法种类很多，是老

一代杂技艺人们在实践中研究出来，并取得很
好的艺术效果的艺术形式。

刘福强说，被誉为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
一的吴桥杂技艺人程福先，曾在天桥戏法场就
地摆摊变魔术。清代的魔术师孔希圣是刘福强
的师祖，孔希圣的弟子赵相如将地摊魔术的功
夫传给了吴桥杂技艺人祁庆臣。

1993年，自幼酷爱杂技和魔术的刘福强，拜
在第三代魔术大师祁庆臣的门下。他夜以继日
地刻苦学习各种古典戏法、各种舞台大型魔术，
在跟随师父到全国各地演出的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刘福强有扎实的基本功，将师父的绝招绝
活儿全部继承了下来。师父祁庆臣去世后，他挑
起大梁，多次应邀到全国各地演出。

《仙人摘豆》《三仙归洞》《罗圈献彩》《六连
环》《大变金钱》《变扑克》《变脸》《变鱼》《变酒》

《飞鼠盗粮》，以及一些大型舞台魔术，均是刘福
强在吴桥杂技魔术传统节目中传承下来的。

刘福强又在技法和编排上，进行了大胆的
创新。如《奥运五环》《嫦娥奔月车》等节目，更加
妙趣横生。在《变脸》上，他更加注重艺术与表演
的结合，在“变”的技巧上更加隐秘和巧妙，使舞
台效果精彩独到。

俗话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傻把
式，连说带练才是真把式。刘福强除了手上功夫
了得，也形成了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看刘老
师表演，我们不仅能看魔术，还能听相声哩！”一
位外地游客笑着说。

“过去撂地卖艺，你得把它卖出来，靠的是
说辞，这就叫万象归春。”刘福强说，“比如打九
连环，不光是手快打出来花样，嘴上也不能停，
每打出来一个花样，都得带着个小包袱儿，得把
人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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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强刘福强（（中中））正在表演正在表演《《仙人摘豆仙人摘豆》》

刘福强刘福强（（左左））正在指导徒弟苏刚演练正在指导徒弟苏刚演练《《六连环六连环》》

道
具
走
线
人

道
具
走
线
人
、、鸳
鸯
棒

鸳
鸯
棒

扫描二维码，了解
地摊魔术背后的故事。

扫码看 料更多

刘福强正在表演刘福强正在表演《《鸳鸯棒鸳鸯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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