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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和他的“鑫超马戏团”
本报记者 祁晓娟

今年29岁的陈超是吴桥人。他6岁开始学杂技，25岁创办自己的马
戏团。如今，他带着自己的马戏团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地演出——

进入农历腊月后，陈超一直
在忙着联系春节期间的演出事
宜。

“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很
多年没在吴桥过春节了，一直在
外面演出。往年，农历腊月二十
四或者二十五，我就带着马戏团
出去了。”陈超告诉记者，其他人
放假的时候，往往是他们演出的
旺季。

6岁学杂技

陈超，今年 29岁，是吴桥县
铁城镇宁庄村人。

他出生在一个杂技世家，爷
爷、姥爷、爸爸、妈妈都是杂技艺
人。

吴桥被誉为杂技之乡。在陈
超的记忆中，小时候，在他居住
的宁庄村，有很多人从事杂技这
一行当。

“我身边的亲人、周围的邻
居都会一两手杂技。”陈超说，在
宁庄村，真的可以说是“上到
99，下到刚会走，说到演杂技，人
人会一手”。

陈超的爸爸妈妈经营着一
个马戏团，常年在全国各地演
出。一年到头，他和父母在一起
待不了几天，“父母也就是在收
庄稼的时候才会回家。”陈超说。

6岁的时候，陈超被送到了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系统地学习
杂技。

“父母觉得自己是吃‘杂技
饭’的，顺理成章地把我送去杂
技学校学杂技。”陈超说，自己在
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开始了专业
的学习。

在学校里，陈超和同学们从
基本功开始练起，踢腿、下腰、倒
立、翻跟头……

每天早上 6点多，他们就起
来跑早操、练功。除了固定的文
化课时间，陈超一直在练功。

“学杂技是非常辛苦的。当时
年纪小，我并不觉得练功辛苦，就
是非常想念爸爸妈妈。”陈超说，
那时候，父母回吴桥的时间非常
有限。一年他们也就见个四五面。

让陈超印象深刻的一次，父
母来学校看他，给他捎了一些好
吃的，还给他一些零花钱。

父母走后，他扶着学校栏
杆，撕心裂肺地大哭了一场。

在学校里，陈超的表现非常
出色。在学校的基本功比赛中，
他年年拿第一，经常被评为“跟
头王”“爬杆王”。

2008 年毕业后，陈超被选
入一家杂技团，成为一名专业的
杂技演员。

“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有几
十名同学。”陈超说，他们跟着杂
技团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去演
出，表演“草帽”“爬杆”“地圈”

“车技”等，还参与了《曲苑杂坛》
节目的录制。

但是，在一次演出中，陈超
受了伤，自己也不愿意在外面

“漂”着了，就回到了吴桥。
2010 年，他开始跟着爸爸

妈妈走南闯北，在父母创办的马
戏团“上班”了。

跟着父母“跑江湖”

当时，陈超的父亲陈华创办
的马戏团规模不大，演员就几个
人，一场演出最多能容纳 200名
观众。

每次外出前，陈超总要帮着
父母，把棚子、椅子、道具，还有
锅碗等装到卡车上，走南闯北

“跑江湖”。
每次外出演出的机会，有的

是客户联系他们，有的是陈超的
父亲陈华自己联系。

演出的场地不固定，有时是
在商业广场，有时是在乡镇上，
有时是在旅游景点。

陈超一个人“身兼多职”。
他既是搭架子的，又是卖票

的，还是演员、主持人……
在学校里，陈超学的节目需

要多人一起表演。
而在父亲的马戏团里，经常

需要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表演一
个节目。他在学校学习的节目，
派不上用场。

一段时间，陈超没有合适的
节目去演出。

“没有合适的节目，我就主
持、卖票，还卖过冰棒、爆米花
等。”陈超说，后来，马戏团里的
几名演员辞职了，陈超不得不挑
起了大梁。

为了能上台表演，他在不演
出的时候不断地练习车技、鞭
技、变脸……

每当一场演出结束后，陈超
会在舞台上多待一会儿，想着自
己的新节目，如何能够带给观众
更好的体验。

“幸亏我基本功扎实。”陈超
说，扎实的基本功是他的资本。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很快，陈
超能独当一面，挑起大梁了。

找场地、接电路、搭架子、卖
票、演出、收拾再出发……跟着
父母走南闯北。最远的地方，马

戏团去到了福建等地演出。
“当时，一张门票也就 5 块

钱。”陈超说，一场演出也赚不了
多少钱，一年下来，全家也就剩
个几万元钱。

摔断3根肋骨

跟着父母闯荡的时候，陈超
也是尝尽了酸甜苦辣。

“一个马戏团要想经营好实
在是太不容易了。”陈超说，他们
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一言难尽，有逃票的，有打
架的……”陈超说，这些事情都
要他去一一解决。

表演中，受伤是家常便饭。
陈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受伤，是
摔伤。

“那是一次特技表演，我断
了3根肋骨、伤了左臂。”陈超说。

多年来，虽然他经历了很多
的伤病，但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他第一次动了手术，在家休息了
两个月。

“那次受伤，我有点沮丧，但
是团里事情太多。”陈超说，伤还

没好利索，他就回到了马戏团。
陈超说，常年跑在外面，自

己吃的苦太多太多了。
冬天冷得刺骨，夏天热得汗

流不断，他和父母根本舍不得住
宾馆，只能睡在拉货的卡车里。

每次外出演出，搬运设备，
陈超更是主力。

“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很
多力气活只能我去干。”陈超说。

说起吃的这些苦，陈超反而
有些风轻云淡，“干什么不辛苦
呢”。

有时候，马戏团的生意不
那么顺利，也有卖不出票的时
候。

让陈超印象深刻的是，有一
次在唐山表演的时候，第一场演
出观众爆满，第二场观众就稀稀
拉拉了，几十个人，远不及第一
场火爆。等到第三天晚上的时
候，就来了4个人。

即使观众少，马戏团还是演
完了全场。“干就完了！”陈超无
奈地录了个小视频诉说这件事，
视频里，他笑得很苦涩也很无
奈。

当年，曾经和陈超一起学习
杂技的同学很多都转了行。

陈超也不时会有这个念头，
觉得不想在马戏团干了，不能一
辈子就这样了，但又能干什么
呢？他笑笑，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这个念头被抛在了脑后。

“新团长”

2020 年，随着父母的年纪
越来越大，陈超开始从父母手中
接过马戏团。

父母看到了他的成长，也同
意了他自己干一摊。成为马戏团
的团长时，他25岁。

和父母不同的是，接手后，
他开始改善马戏团的环境。

当年，陈超的父亲回忆，老
一辈人起家于一辆马车，拉着道
具走南闯北，后来就睡卡车车厢
或者卡车驾驶室。

陈超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大
家在走南闯北的时候，过得舒服
一些，让马戏团看起来也更现代
一些。

所以他花了大力气改善大
家的生活环境，购买了房车、新
的卡车等，方便了演员们的休
息。

“现如今，观众们喜欢看的
节目，不再是简单的蹬技、车技
等。”陈超说，他编排了一些新的
节目，招募了年轻演员，购置大
型演出装置，以“飞车”等特技表
演作为招牌节目。

为了改善马戏团的各类设
施，陈超花几十万元买了一套灯
光系统，又花 3万元更新了表演
用的音响，还添置了更高级的马
戏大棚。演出大棚的座位也从
200个上涨到了600个。

“这些年，攒的钱又全部投
了进去。”陈超笑着说。

陈超把马戏团取名为“中国
吴桥鑫超国际大马戏”。

“各位观众，欢迎光临鑫超
大马戏，我们的演出还有 5分钟
开始。”陈超虽然当了团长，但还
会穿着演出服上台主持、表演。

现如今，马戏团有 14 名演
职人员，每个人都身兼数职。

在陈超看来，观众们在现场
观看演出和在屏幕上看到的场
面不一样。每次演出后，观众们
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陈超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客
户。“这两年，我和一些地方的吾
悦广场、万达广场达成合作关
系。”陈超很自豪。

在走南闯北的时候，陈超慢
慢了解到，吴桥杂技是一张闪亮
的名片。

走到哪里，提到自己是沧州
吴桥的，很多人都知道，那里是
杂技之乡。很多人都看过吴桥杂
技，提到吴桥杂技都竖大拇哥。

前段时间，陈超还参与了一
部关于马戏团演员纪录片的拍
摄。“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个职
业，了解我们的酸甜苦辣。我觉
得挺有意义的。”

陈超现在的心愿是把马戏
团做大做强，继续扩大规模，让
自己的马戏团走得更远，让更多
的观众知道吴桥杂技。

（本版图片由陈超提供）

陈超正在候场陈超正在候场

马戏团在演出中马戏团在演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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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