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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桥杂技大世界，传统的撂地摊戏法成为经久
不衰的节目，历经无数魔术师的改动、一场场表演的打
磨，最终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

而在这里，更有各自身怀绝技的一家三口，为前来
参观的人们相继献艺。

在江湖文化城进门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古典戏法·翻囊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秋苓，将一个空布袋
翻来翻去，变出一盆鸡蛋。而不远处就是她的丈夫、省
级非遗项目上刀山传承人李亮的绝活儿赤脚上刀山，
以及她的师父、也是她的老公爹李印怀的气功表演。

算起来，这一家三口同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
化城为游客献艺已有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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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口并练磨技艺手口并练磨技艺2
“铜锣一响似招牌，四面八方围上来。人来多

了咱开演，人来少了咱把锣 ……”一袭中式衣
裙的刘秋苓，说着一段锣歌，将游客们吸引过来。

但见她双手拿着一个正方形的黑色布袋，
在观众面前不停地翻转、摔打、拧扭着，又不时
地从布袋中挤出一枚枚鸡蛋，再伴上她朴实幽
默的“口儿”，引得阵阵掌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

“传统戏法起源于民间，来自于生活。我手
中这个布袋现在看不到了，过去可是很多人家
都用得到的。”刘秋苓将双手伸进布袋中，手指
从布袋另一端的两个小口伸出来，接着说：“过
去有人家生了娃，就做这样的布袋，再在地里掘
些沙土放进去。孩子的小脚丫从这两个小口伸
出来，再用布袋固定在脚脖上，孩子来回蹬也缩
不回去。在布袋外面裹上小褥子，就可以把孩子
抱起来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如何从空空如
也的布袋中“变”出鸡蛋来，则是靠着刘秋苓日
复一日练就的技巧和敏捷的手法。除了翻囊子，
刘秋苓还在杂技大世界这个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表演着球变鸡蛋、大玻璃球变鸟节目，这三项技
艺均属于古典戏法的范畴。

刘秋苓说，古典戏法是中国的一种民间艺
术，按门当儿来讲，叫做“彩门”，也叫“彩立子”。

“彩立子”戏法分两种，一种是大戏法，一种是小
戏法。大戏法的表演很是精彩，一个人身穿长
袍，用毯子一蒙能变出很多东西，像带水的，带
火的，天上飞的……叫人明知东西带在身上，可
就是不知道怎么带着，有时一个人变出的东西，
俩人都拿不走。小戏法就不同，看手上的功夫，
手法得快。一帮人围着看，道具在表演者手里变
得来去自如，看不出破绽，像翻囊子、仙人摘豆、
三仙归洞等。

自南宋以来，翻囊子等戏法在杭州街头以
及喜庆堂会都有演出。明清时期，戏法鲜见于宫
廷，存于民间的主要分“撂地”和“厅堂”两种方
式，后来出现了固定场所，如上海大世界、北京
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

刘秋苓说：“传统戏法的魅力就在于贴近生
活。表演用的道具十分简单，像传统布料、塑料
碗等，表演者运用独特的创意、干净利落的手
法，展示了中国传统节目的发展传承，体现了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扌塞

1981年,刘秋苓出生在吴桥县
一个小村庄。说起与杂技、魔术结
缘，刘秋苓面露喜悦。

“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姥姥
家离表姐家很近，一放假我就去表
姐家玩儿。李印怀老师和表姐家是
邻居，我常到李老师家看他一家人
练气功和戏法儿。有时候，李老师
一家人为村里的父老乡亲练几手。
听到乡亲们为他们喝彩时，我特别
希望自己也能上台表演。李老师看
出了我的心思，得知我特别想学
习，就收了我做徒弟。”刘秋苓说。

也就是从六七岁开始，刘秋苓和
李印怀一家便结下的一世的情缘。随
着年龄的增长，两小无猜的刘秋苓和
李印怀的长子李亮相互爱慕，遂结成
秦晋之好。婚后，这对小夫妻更加刻
苦练功，把气功、上刀山等杂技，以及
古典戏法等打磨得炉火纯青。

求学重在于勤，勤则聚沙成

塔。传统戏法的练习是十分困难
的，讲究的是卖口与手法。“起初练
得时候，‘背口’就像背课文一样，
表情呆板，动作生硬。经过无数次
地练习，才做到‘使口’如话家常，
亲切自然。杂技的手法讲究脆、快、
帅。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
的。”刘秋苓说。

最初学习戏法，首先要练基本
功——压手和手夹球。在小拇指和
无名指之间夹个塑料球，让球倒入
其他手指之间，来回窜动。

刘秋苓说：“我一开始练夹球，
球像弹簧一样，经过日复一日地练
习，终于能够得心应手了。‘使口’也
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练春典，李姓说
成拱手蔓儿，刘姓说成顺水蔓儿，菜
说成苗心，火柴说成崩星子，鞋叫踢
土子，筷子叫挑罗，吸烟叫草啃。多
亏了当年刻苦练习了这些基本功，
给我打下了好的杂技根底。”

表演翻囊子的道具布袋一般
都是刘秋苓自己缝制，针脚非常细
致。表演起来，她着重手的技巧和
肢体语言。由于是摆地摊的近距离
表演，人们可以在四周围观，所以，
非常考验艺人的功力。

这些年来，刘秋苓在学习继承
古典戏法表演和技艺的基础上，努
力提高自己的技艺，积极探索和实
践，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格和
现代艺术相融合。

在吴桥杂技大世界的舞台上，
刘秋苓凭借瓷碗、塑料碗、玻璃球、
布袋、鸡蛋这些简单的道具，以口
彩相连、风趣幽默的表演风格，深
受广大游客好评，获得了“小魔女”
的艺名。近年来。刘秋苓经常受邀
参加一些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也多
次被杂技大世界评为优秀演员。

“古时候男尊女卑，女人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古典戏法技艺也是
传男不传女。”刘秋苓说，“现如今，
这项技艺也传授给了几名女学员，
表演杂技的女演员也越来越多。只
要有符合条件、愿意学习的，像翻

囊子、球变鸡蛋这些古典戏法，我
们都愿意教。”

刘秋苓和李亮夫妇育有一双
儿女。儿子李洪毅读初中，女儿李
金坪读小学。两个孩子都是从会走
路就开始下腰、踢腿，从会说话就
跟着爸妈“练口”。2018年，年仅 10
岁的小洪毅因主演杂技节目《杂技
娃》，在“吴桥县中小学艺术节”中
荣获集体一等奖。如今，每逢周末
和假期，两个孩子都会早早起床，
跟着爸妈一起练功。

刘秋苓说：“传统戏法历来很难
创新，也由于保密性很强，所以技术
的传承非常严格，都是以师徒、父子
传授为主，绝不轻易传授给外人。再
加上戏法这一行的门规非常严，导
致传人越来越少。即便现在，技艺也
是以口传身授的形式传承。”

面对传承的困难，聪慧的刘秋
苓道出自己的心声。“古典戏法是
一种凝聚无数前辈心血得来的艺
术。我希望在杂技大世界这个充满
魔法的世界里，把它坚守好、传承
好，‘抓住’更多的观众和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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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