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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记忆里的暗语

1 唇典的由来

3 沉默于纸上的唇典

杂技唇典作为一种行业密语，随着杂技艺人走南
闯北，在吴桥人的唇齿间流转了数百年。百年前，在热
闹庙会的空地上，听着杂技艺人敲响铜锣，一旁茶馆里
的茶博士便将长嘴铜壶舞成银龙，沸水划着弧线注入一
米外的茶碗。水珠溅在青石板上，腾起茉莉香的白雾。

当年，唇典是吴桥杂技艺人赖以谋生、通行江湖
内部的语言工具。杂技艺人不论哪行、哪门，先得学习
唇典。而如今，唇典在吴桥使用次数渐渐减少。

在吴桥的何家小院里，午后的阳光慵懒地洒了一
地。何书胜坐在一面斑驳的砖墙前，缓缓地开启了话匣
子。“咱这唇典啊，传了好几辈儿了。那时候，走南闯北耍
杂技的人们，全靠这行话沟通。”

“‘治不了杵’是挣不到钱，‘盘儿作’是指长得好看
的人。”何书胜回忆着曾经如数家珍的唇典词汇。一旁，
几位正在练功的学生，笑着边模仿边问：“师父，你说的
这是嘛话？”回应他们的只是何书胜的苦笑，“现在的年
轻人很少会使用唇典了。”

时过境迁，如今的社会环境早已翻天覆地，杂技艺
人从旧时的江湖漂泊者，成为现在备受尊重的文化传承
人。而唇典，却渐渐退出了吴桥杂技的这一方舞台。

为了防止杂技唇典因为时代变迁而黯然失色，
吴桥当地文化部门敏锐意识到唇典的价值，积极
组织专家、学者和老艺人合作，对唇典进行系统
挖掘、整理与保护，并编撰出版《吴桥杂技口
艺》一书，将这一无形的文化遗产化为有形
的资料留存。

杂技唇典，恰似一座桥梁，一端连着
历史的沧桑，一端通向未来的希望。
它见证了吴桥杂技艺人的风雨历
程，承载着地域文化的行业密
码，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
辉……

唇典是古时候跑江湖的艺人们，彼此沟通联系的
特殊表达方式，具体源头难以考究。据相关文献记载，
唇典的产生和发展与行业组织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
中国江湖艺人们出于不同的文化习俗与交际需要，而
创造的遁词隐意的特殊用语。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录了当时的市井行
话，如“牙朗”是中介商、“捉不良”是捕快，反映了唐代
行话的使用情况。

到了宋代，市井行话逐渐系统化。宋代孟元老所著
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京市井百态，提及酒楼侍者
为“看街博士”，而“博士”一词在宋代多指服务业熟练
工，类似于现代称呼服务行业人员为“师傅”。

明代的《江湖切要》则详细记录了江湖艺人的行
话、术语和习俗。清末民初时期，徐珂在《清稗类钞》一
书中，系统整理了清代各行各业的行话，如“马前”是指
戏曲中加快节奏，“尖”是指商贩的货真。

“在旧社会，江湖艺人为了自身的生存，都有自己
的行话，这就是唇典。使用唇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
守行业秘密。那时候，江湖艺人都是靠一身的技艺来养
家糊口，茶馆中搭台变戏法的人被称为海粒子，唱戏的
演员被称为柳上。他们在内部只有使用唇典交流，才能
护住自己的绝技不被外人学去。”吴桥杂技研究专家刘
恩合说。

从演出场地的寻觅，到表演技艺的切磋，再到江湖
规矩的遵循，唇典全方位覆盖了杂技艺人的生活。通过
几句唇典对话，便能知晓对方师从何处，擅长何种技
艺，进而建立起一种基于同行情谊的互助关系。

“在表演过程中，杂技艺人使用唇典交流，既能保
守行业秘密，也让观众听得云里雾里，营造出一种神秘
的氛围。”刘恩合说。

唇典大多运用形象的比喻或双关语，具有诙谐活
泼的效果。“唇典有言简意赅、信息量大、便于理解、懂
的人都懂的基本特点。”刘恩合说。

杂技唇典的形成也与行
会的形成息息相关。据说，在明代，
吴桥因杂技兴盛，从而兴起了自己的
行会——黄镇九月会。在行会中，艺人们
曾大量使用唇典，甚至业务的交流活动都
靠唇典完成。百年前，吴桥曾成立了一个艺人
行会——艺人会。唇典就是这个艺人会交流的
主要用语。

小的时候，吴桥杂技艺人张玉君经常跟着父亲
四处撂地演出。父亲经常对他说，唇典是江湖艺人
们的必备技能。

张玉君说，那时候，他们走江湖卖艺，必须“咬
春”，就是懂行话。艺人们交谈都是“搏春”，就是用行
话交谈。不会行话，即使技艺再高，同行也不承认。

以前，江湖艺人相遇的时候，难免都会有这样一段
对话：

“元辰什么蔓（先生贵姓）？”“跟头蔓（我姓张），老
元辰贵包口（老先生干哪一行）？”“不起包口，老格家的
（算不上一行，跑马戏的）。”这段对话就是跑江湖时遇
到同行时的一段对话，既是交谈也是试探。

唇典水平的高低，是一个江湖艺人阅历深浅的标
志。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杂技唇典有一套完整而系
统的语言表述。无论是杂技动作，还是生活百态，都能
在唇典中找到它的踪迹。

“‘可实儿’指的是男人，‘参棵子’或‘铃铛’指的是
小男孩。‘柳上的’是指唱戏的，‘明埝子’是指算卦的。”
刘恩合说，杂技唇典的词汇量相当丰富。

“啃（吃）的嘛呀？作陪（好，音译）不作陪呀？”“哎，
海砂（盐）放太多了。”“我们啃得好，啃的浑水子
（鱼）。”……在吴桥杂技艺人何书胜的记忆里，唇典不
只是在表演杂技过程中使用。几十年前，他和师兄弟们
在日常聊天中就经常用唇典交流。

何书胜自幼便经常跟着师父一起到各个村演出。
演出结束后，村里的负责人会带着他们去村民家里
吃饭。因为人多，往往会把他们分到好几户村民家
里。吃完饭，他就跟师兄弟们聚在一起讨论今天吃得
怎么样。

“有时候，吃的饭菜一般，担心被村民听见我们
的吐槽，每次我们就用唇典聊天。”何书胜说。

唇典不仅是暗语，更是护身符。“当年，我跟着父亲
走江湖卖艺，遇上行情不好，没挣到钱的时候，一句

‘攒瓤了（肚子饿）’能让同行帮忙接济。”吴桥杂技艺
人张玉君回忆着过往。

在杂技圈
内有句俗话“宁

给一锭金，不给一句
春”。春，就是春典，也叫

唇典，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
象，也是江湖行话的一种。在

吴桥这个杂技之乡，杂技艺人在
表演或交流中，有一套自己的特殊

隐语，就是杂技唇典。
唇典又称“春典”“春儿”“切口”或

“侃儿”，是吴桥杂技行当中内容较为丰
富的行业隐语。

在吴桥杂技大世界的青砖墙上，斑
驳的“八大怪”画像在晨光熹微中苏
醒。当年，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在走
钢丝时用“保托儿”一词表示保护演出
者。而在老江湖口中的“把造”，则是杂
技艺人在教授徒弟技艺时强调要掌握
技巧。

杂技唇典，如同隐匿于江湖深处的
密令，承载着杂技艺人代代相传的智慧
与情怀，并成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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