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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甁和腕手，也就是花

瓶和马鞭也是有讲究的。”在表
演队负责摄影的张连生说，背
瓶由 18 块大小不一的长方形
玻璃组合成。演员双肩背着，就
像是背着一个插满鲜花的漂亮
花瓶。两个背瓶相对合成一个
完整的六角花瓶。表演时，花瓶
里有燃着的蜡烛，在晚上表演
时，烛光摇曳，花影舞动，煞是
好看。这些道具的制作，都是陆
忠章和演员们一起完成的。

在陆忠章的家里，表演完
的演员们正在收拾服装道具。

“这些服装要洗好晒干后存放，
还要喷上酒精防潮。”张凤说，

“每年就这么几个重要的节日
需要‘盛装’表演，所以说穿上
行头，大家伙儿别提多高兴
了！”

“是呀！过去每年农历正月
十三，大家装扮好行头出去‘踩
街’，一直到农历正月十六，这样
的新年过得多有意义啊！”刘忠
芬说。

前些年，陆忠章、孙玉田、
任连桂等老艺人广泛授徒，先
后为泊头市齿轮油泵厂、通用
机械厂、帆布厂等单位及五里
屯、西三里、沧县五官屯等村庄
组建了小竹马表演队。

目前，五里屯和新华街两
支小竹马队伍仍然在泊头活跃
着。“我们把小竹马的伴奏音
乐、表演技巧等都进行了记录
和整理，还搜集了很多表演图
片、影像等历史资料，希望小竹
马表演艺术，得到保护和更好
的传承。”鼓楼街道清真社区党
支部书记刘书华说。

“一穿上‘小竹马’的彩衣，
就忘了年龄，感到脚步格外轻
快。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坚守，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让他们也尽情跑起来，把民俗
文化传承下去！”陆忠章说。

“表演小竹马时，不管是打马，
还是扬鞭，演员上身始终要保持端
正，迈小碎步搓地行走，双脚不能离
开地面，要通过脚底板和地面的摩
擦，使背瓶里的花束自然抖动，给人
春风吹拂的感觉。”陆忠章说，因此，
大家伙儿常说“三天磨坏一双鞋”，
可见小竹马表演对双脚动作的严格
要求。

相传，泊头小竹马起源于清朝
末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彼时，运河漕运非常发达，泊头
作为古驿站、码头，常有南方商船来
往、停泊。冰封季节，无法返乡的南
方商船滞留于此，被人们称为“打冻
船”。春节期间，“打冻船”的南方客
商将流传于南方的花船表演技艺，
传授给了当地居民，并在春节祭祀
活动中表演。

后来，泊头民间艺人受戏曲中
“跑马”表演的启发，改革了花船表
演，用纸、竹篾等材料，裱糊成十二
属相的模型，称为“十二相”。表演者
将其套在身上，跟在花船后面做出
各种动物的动作。

“在后来的表演中，老艺人们
又减去其他属相的造型，只保留了

‘马’的形象，表演也不断更新，形
成了现在泊头特有的小竹马。”陆
忠章说。

小竹马最早的表演内容来源于
传统戏曲故事，如《水泊梁山》中的

“三打祝家庄”等。表演者身穿传统
戏曲服装，装扮成生、旦、净、末、丑
等各种角色，手持马鞭，身“骑”竹
马，庆祝胜利。他们不但要做出规定
动作，表情、风格还要符合戏曲人物
的性格特征。

伴奏乐一般以《水泡子》开头，
后跟《桃园令》《备马令》等，唢呐、堂
鼓、铙钹、大锣等为主要乐器。

现代传承人将一些现代化元素
融入到小竹马表演中，把服饰也改
成简洁的民间舞蹈服饰，并将戏曲
油彩妆改为现代彩妆，同时还在传
统的场地表演上，增加了舞台表演
的风格，增强了小竹马表演的艺术
性，用老艺人的话来讲就是“越来越
好看”了。

耄耋之年的陆忠章是泊头市戏曲群
艺协会会长，年轻时做过电工、木工。由于
喜欢戏曲，自幼就参与小竹马表演。为了
传承小竹马艺术，心灵手巧的他曾自己扎
制了8个小竹马，带着青少年们在新华街
上表演。后来，这支队伍逐渐发展壮大。

在泊头市人社局退休的张凤，很快就
成为小竹马队的成员，并担任队长。她还
招呼亲戚朋友一起来参加活动。

“咱们的表演分跑马和武打两个部
分，一般以二龙出水、单篱笆花、跑圆场为
出场队形。行进过程中，又有龙摆尾、双排
队、双篱笆花、长虫蜕皮、剪刀股、四门斗
等多种队形。”张凤说。

单篱笆花就是演员排成一队入场，在
行进过程中两两相对，相互交叉走场。跑
圆场是所有演员排成一队，在入场口鱼贯
而出，并自动跑成一个规矩的圆形。

张凤开心地说：“这种出场方式也有
打场子的意思，场子打得越大，就越能给
我们提供更大的‘舞台’，小竹马就跑得更
欢了。”

“要想把小竹马表演好，道具制作是
非常重要的环节。”陆忠章说，先用铁丝弯
成马的轮廓，再用竹篾扎出马的骨架，竹
篾之间用纸捻缠扎固定，再糊上一层白宣
纸，用彩纸剪成细条，一层压一层、细细密
密地贴在马身上代表马的鬃毛。

制作马头比较费事，要想做得逼真，
一定要扎得细致，眼睛要画得传神。制作
马嘴时，先将纸弄皱后做成上下唇，再用
红纸做成舌头。最后，将马头、马身固定在
一起，在马的下半部分围上白布，画上马
腿。这样，一个漂亮的竹马就做好了。陆忠
章说，“我们做竹马都是成‘马’在胸的，不
然，做出的竹马很难形神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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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小竹马又泊头小竹马又
称称““跑竹马跑竹马”“”“十二竹十二竹

马马”，”，是泊头流传的民间是泊头流传的民间
花会表演之一花会表演之一。。

20092009年年，，泊头小竹马泊头小竹马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遗产名录。。

泊头小竹马

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了了

解泊头小竹马背后解泊头小竹马背后

的故事的故事。。

扫码扫码看看 料更料更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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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忠章陆忠章

整装整装

待发待发

陆忠章陆忠章((左一左一））在作示范在作示范

小竹马表演小竹马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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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制“马”，人骑
“马”背，人欢“马”跳……
擎灯扬鞭、喜气洋洋的人
们欢快地“跑”起来……

小竹马是在泊头
流传了百余年的新春佳
节必备歌舞。它以独特
的道具、载歌载舞的形
式赢得百姓喜爱。

在位于泊头市区
新华街的一个广场上，
10余名精心装扮的小
竹马表演者，将竹马固
定在身上。他们手持马
鞭，肩背花瓶，在我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小竹马代
表性传承人陆忠章的指
挥下，做出侧身打马、扬
鞭催马等各种动作。那
姿态就像是真地骑在马
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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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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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