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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猜猜这个球在哪里？”被
“骗”了数次的学生们无法肯定自己的想
法，只见张玉君手指轻捻，从一旁一名观摩
的学生指尖捏出了那一枚小小的红球……

走进吴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6楼
的一间工作室，不大的一方木桌四周围
满了学生。张玉君从小布口袋里掏出五
粒红球，拿过两个小碗，一根筷子，这就
是他表演所用的所有道具，也是他教学
用的教具。

“我的儿子张志涛和女儿张玲玲也从
小跟着我学习古彩戏法。这些年，我也收了
不少徒弟。”张玉君说，他想不遗余力地把

“仙人摘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张玉君深知传承之重，退休后，他选

择走进校园，给学生们教授各种杂技技
艺。“3年前，我开始在县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给学生们教杂技课。现在，除了每周有
10节杂技课，我还开设了一个杂技兴趣
班。”张玉君说，自己想把吴桥杂技教给更

多年轻人。
在教学时，张玉君亲自示范每一个细

微动作，耐心纠正学生们的偏差；在传承技
艺的同时，他更注重传承杂技艺人坚韧不

拔、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让这门古老技艺
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宛如一棵苍劲
古树，萌发出嫩绿新芽，向着未来的天空伸
展枝丫……

3 退而不休退而不休 研艺不止研艺不止

2 口传心授的绝活儿口传心授的绝活儿

“我今年 66岁，是吴桥杂技·仙人摘
豆的第五代传人。”张玉君说，7岁时，就开
始跟着他的父亲张永和学习杂技。

晨曦微露，他便在庭院中苦练手法，
从最基础的握球、藏球练起，小球在手指
间穿梭无数次，直至灵动自如；炎炎烈日
下，汗水湿透衣衫，他专注于小球的转移
变换，力求每一个动作精确无误、不着痕
迹；寒星闪烁，屋内灯光映照着他反复琢
磨铜碗开合角度与小球滑落轨迹的身影，
只为那瞬息间的奇妙呈现。

“记得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去海南演
出，看的人太多了，我哪敢上台啊！节目都
是会的，主要是心里发虚，要不是父亲逼
着我，还真不敢上。”张玉君兴高采烈地描
述起第一次上台表演的场景。

“别看是第一次登台，演出效果还不
错。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有底了，慢慢地
先从前半场演起，逐渐开始压轴出演。”回
忆起这些事，张玉君像是竹筒倒豆子一
样，述说着曾经和父亲一起演出的日子。

“‘仙人摘豆’这个古彩戏法历史十
分悠久，表演手法已经很成熟了。很多观
众对这个戏法也很熟悉。不过，想要表演
效果好，就得在原来的基础上创新。”张玉
君说，为了表演效果，他改变了传统表演
套路里放球的动作。

此前，杂技艺人在表演“仙人摘豆”的
过程中，把小球放进手心里的时候动作很
快，而且还有遮掩。因此，经常有观众质疑
小球根本没有放在另一只手里。

“现在，我在表演时不但放的动作清

楚明了，放好后我还会向观众展示，手心
里确实攥着小球。”张玉君说起练习的过
程十分简单，可只有那上下翻飞的双手知
道，为了将这一技巧练得炉火纯青，他付
出了多少努力。

你看过吴桥杂技·仙人摘豆吗？那可是民间传统杂技
里的一绝！

一张三尺多长的木桌上，摆放着两个铜碗和几粒红
色小球。站在木桌旁的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吴桥
杂技·仙人摘豆第五代传承人张玉君。

他手持两只古朴的铜碗，在众人的目光下，将五粒红
球从铜碗中拿出。随后，他的手指灵动飞舞，红球在他的
手中时隐时现，时而隔空出现在碗里，时而又从一只碗里

“穿越”到另一只碗里。红球在张玉君的手里身影难测，仿
佛有仙人相助。台下观众目不转睛，沉浸在这神奇的技艺
里。随着红球的消失与出现，不时发出阵阵惊叹……

“左边碗里 3个球，右边碗里 2个球，我
现在把右边碗里的球变到左边碗里去。”张
玉君指着桌上倒扣的两个铜碗说，“一个过
去不叫好，两个过去才是棒，就这么一变一
走。哎！小球就过去了。看，五个球在一起了，
这就叫五福临门……”

自角抵萌芽至乐舞百戏，杂技的历史源
远流长。南朝文学家任昉在《述异记》中写
道：“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
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

也……”这便是杂技的雏
形，而吴桥正是古冀州的
一部分。至汉代，杂技技
艺已渐成熟。

吴 桥 ，位 于 运 河 之
畔，地处交通要道。为了
养家糊口，农家人忙时耕
种，闲时卖艺，半农半艺

是曾经的吴桥人重要的谋生方式。
练几手绝活儿行走江湖，靠自身的智慧

和力量，吴桥杂技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
能。如今，这说起来有些辛酸的过往，却成为
了吴桥人骄傲的底气。

吴桥杂技如同浩瀚的星空，各项杂技艺
术宛如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星辰。吴桥杂技·
仙人摘豆，便是众多星辰中独特而神秘的
那一个。其起源可追溯至千年前的市井街
巷，彼时，杂技艺人凭借着一双巧手和简单
道具，在街头巷尾为百姓带来奇妙欢乐。

历经朝代更迭、风雨洗礼，它如顽强的
火种，在民间艺人的悉心守护下代代相传。
从古老的庙会市集走向繁华城镇，从乡间野
台登上大雅之堂，承载着无数观者的惊叹与
欢笑的杂技，一路演绎着奇幻篇章，沉淀为
吴桥杂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经典符号。

张玉君张玉君

道具道具

张玉君教学生张玉君教学生““仙人摘豆仙人摘豆””

““仙人摘豆仙人摘豆””表演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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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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