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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故事后的故事。。

“二龙吐珠设备简单、轻便，一般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表演。表演不受场
地、环境限制，随时随地可以演出。这
个节目适应了杂技艺人当初行走江
湖表演的特征。”卢国政说。

今年 57岁的卢国政是省级非遗
二龙吐珠第六代传承人，在山东省德
州市宁津县的杂技蟋蟀谷景区，他向
来客表演起了“二龙吐珠”。

“铜锣一响似招牌，四面八方请
客来；来的人多咱把戏耍，来的客少
咱把锣塞……”表演时，卢国政先用

“锣歌儿”开场招揽观众。闻声聚集

过来的观众逐渐多了起来。“今天给
大家带来一个绝活儿，叫作‘二龙吐
珠’……”卢国政边说边从口袋里掏
出两枚钢珠。

之后，卢国政将两枚珠子放在锣
里，珠子发出“铛铛”的响声。向观众展
示珠子的真实性后，他让观众将两枚
珠子放入他的口中，然后运用气功发
力，打通脉络，通过咽喉和鼻腔到达眼
睑。

珠子分别从两眼里慢慢冒出来，
再次落到锣内，发出“铛、铛”的声响。
观众发出惊叹，愣了愣神后，报以热

烈的掌声。
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卢国政还不

断说着“口儿”，将节目进行画龙点睛
式的解说，烘托出表演气氛。这个表演
在民间气功绝活中可谓独树一帜，既
有剑的惊险刺激，又有丹的深邃和回
响。它既不合乎常理，又在情理之中。

“‘二龙吐珠’这个节目对技艺要
求非常高，演员们需要经过长时间的
专业训练和反复实践，才能够熟练掌
握技艺。在表演中，演员还要具备极
强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来应对可
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卢国政说。

3 绝活不绝绝活不绝

“二龙吐珠开始用的是珍珠，加上
在传统文化中，龙是祥瑞、尊贵和力量
的象征，所以最初叫‘双龙戏珠’。在民
国后期，才开始使用钢珠代替。”在位
于双庙卢村的家中，卢洪彬介绍起来。

“二龙吐珠”始于明末清初。据传，
在明朝末期一位卢姓杂技艺人在相府
演出，被赏赐 10枚珍珠。后来由于战
乱，他将珍珠吃进嘴里，并用一口气托
着，使珠子到不了胃里。

等到安全的时候，他再运气将珍
珠推上去、逼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发展，在清朝中期，逐渐形成了“二龙
吐珠”这个节目，发展至今。

卢洪彬打开一个木箱子，里面摆
放着“小球变鸡蛋”“海里蹦”“东来西
去”等各类戏法道具。东来西去也叫

“二龙吐须”，和二龙吐珠呼应。拿起道
具，卢洪彬就表演起来。

“咱这个节目重在参与，谁看清谁
说，谁瞧明白谁讲。”在堂屋里，卢洪彬

拿出两根系着红球的木棍，他拽其中
一根木棍上的线，另一根木棍上的红
球竟然也跟着动。

“两根木棍之间是不是连着线？”
来访者提出疑问。只见卢洪彬笑着把
两根棍子分开很远，让观众验证二者
并不相连，却照样可以“牵一动二”，观
者无不啧啧称奇。

“我老了，不能把这些手艺带‘走’。”
卢洪彬说，值得庆幸的是，他的二儿子卢
国政全面掌握了他的杂技、魔术和气功
要领。

卢国政说：“我第一次在台上表演
二龙吐珠，就赢得满堂彩。观众不停鼓
掌叫好，还拉着我不让走，看了一遍又
一遍。那些看表演的人，眼都不敢眨，
生怕没看清楚珠子是怎么从眼里‘吐’
出来的。可见这个节目多受欢迎！我现
在带了好几个徒弟，希望把从父亲那
学到的绝活儿传承下去，给人们送上
更多的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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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粒钢珠吞入口中，再运气将钢珠
分别从自己双眼的眼角里“逼”出来。这便
是传统杂技“二龙吐珠”。

在吴桥县桑园镇双庙卢村，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二龙吐珠代表性传承人、杂技
老艺人卢洪彬的这一家传技艺，到他这已
经传承了5代人。

如今，他的次子卢国政，带着一身绝活
儿，在各地巡回表演、广泛传播……

2 独辟蹊径独辟蹊径

1 独树一帜独树一帜

二龙吐珠又称二龙吐珠又称““钢钢
珠走七窍珠走七窍”，”，是一项古是一项古
老的吴桥杂技节目老的吴桥杂技节目。。

20192019年年，，二龙吐珠二龙吐珠
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化遗产名录。。

二龙吐珠二龙吐珠

卢国政卢国政

卢洪彬卢洪彬（（右右））和老伴儿一起整理道具和老伴儿一起整理道具

卢洪彬在示范卢洪彬在示范

卢洪彬表演卢洪彬表演““海里蹦海里蹦””

耄耋之年的卢洪彬出生于吴桥
县桑园镇双庙卢村一个杂技世家。4
岁那年，他就跟父亲卢长庭学习杂技
戏法，6岁便能登台演出，传承了祖辈
的古彩戏法飞鼠盗粮、二龙吐珠、空
碗变酒以及硬气功吞铁球吃宝剑、吃
火吐火等技艺。

卢洪彬十六七岁的时候，随着村
里的杂技班出门“挑担子”讨饭吃，练
就了一身本事。入伍后，因为会演杂
技，他经常在文艺演出时露两手，边
学边练，掌握了几十种杂技戏法。

“回村后，我担任村干部 30 多
年。退下来后，又重新拾起了杂技、魔
术老本行。”卢洪彬说。

虽然后来卢洪彬因患脑血栓留

下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不听使唤的
后遗症，但他传承杂技魔术的热情没
有丝毫减退。他不忍心让这一身的杂
技绝活失传，想着收一些徒弟，免费
传授杂技技艺。

他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广泛宣传。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觉得辛苦还不挣
钱，反倒是有一些和卢洪彬一样患有
大病后遗症的群众积极响应。

他想，能让肢体障碍的群众掌握
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增
强对生活的信心，也是值了，就组建
了一个杂技班无偿教学。

说干就干，卢洪彬将自己的 600
多元补助费拿出来，自制了一些简易
的杂技道具，购买了演出服装和化妆

品，镇政府知道了他的情况也给予了
支持帮助。

为了传承技艺，他到扁担刘、林
庄等周边村庄寻找有志学习杂技
魔术的人。卢洪彬坦言，自己没少
碰壁。

“那时候，我没少听闲言碎语。”
卢洪彬虽然觉得委屈，但没有放弃，
一次次地上门解释，不厌其烦地给学
员及家属做思想工作。

前些年，卢洪彬一直在村里以自
己独辟的方式，传承着杂技技艺。近
年来，由于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表演
和教学，他才不得不放下杂技班的事
务，可是只要有人想跟他学杂技，他
都会倾尽全力义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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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