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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人文

聊城杂技受生源稀缺、人才培养年龄断层冲击

杂技“故里”遭遇传承困境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超

谈及自己的杂技从业
之路，39 岁的东阿杂技团
团长季小芳仍记忆犹新，老
家东阿县姜楼镇归德铺村
的季小芳出生在一个杂技
世家，家族中有 30 多人从
事杂技，季小芳 6 岁从农村
杂技班开始练习基本功，8

岁登台献艺，直至走向全国
舞台，季小芳在杂技路上一
走 30 多年。

季小芳辗转各地登台
献艺，佳绩不断，但由于年
龄问题，不得不退出舞台，
2008 年，在放弃了众多国
内知名剧团的邀约之后，季

小芳义无反顾地回到老家
东阿，从最初的几间砖瓦
房，到如今投资逾千万的杂
技团，季小芳一路走来，也
有了更多的感悟“这是一项
事业，我想回到发源地，将
这份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季小芳说道。

一个人 承袭传统，8 岁开始登台献艺

“利用假期让孩子来报
名，50 天左右的时间对孩
子的身形、柔韧度进行挖
掘，好的留在团里。”季小芳
说道，这些孩子中不乏家庭
条件优越、成绩突出的孩
子，而选择来从事杂技则是
出于一种热爱。

来自东阿鱼山镇的赵
花，已经在团里待了近一年
的时间，来之前赵花以全校
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
的小学生活，谈及来团的初
衷，赵花口中始终用“喜欢”
一词来回答记者，尽管比同
龄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但

她始终没有叫苦和懈怠。
对于这部分留下来的

“苗子”，季小芳每天都会坐
镇指导，而他的弟弟季小光
则更是身体力行，直接辅助
小学员们训练，“每天晚上
两小时的文化课，不能耽误
孩子的学业。”季小光说。

一个班 假期招学员，不乏家庭优越者

连续三年获全省杂技
比赛一等奖、登元宵节晚
会…… 5 年间，学生们每次
的荣誉和难得的表演经历
都带给季小芳莫大的鼓舞，
但随之而来困难也越来越
多。

招生之困就是其中之
一，现在独生子越来越多，
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家长

都认为练杂技太苦太累，让
孩子来练杂技是受罪，“其
实现在跟原来有了很大的
不同，现在根据孩子的身体
条件，进行定向培养，而且
安全措施和教学模式跟以
往有了很大不同。”季小芳
说道。

“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招
生方面的难题，受传统思想

的限制，对现代杂技的认识
都是制约因素。”聊城市杂
技团副团长王峰告诉记者。

据了解，受身体条件所
限，除去魔术等技艺之外，
一般杂技女演员在 2 4 —
25 岁已经到了退役年限，
男演员适当放宽在 30 岁左
右，而退役后的演员去向也
成了制约剧团发展的因素。

一个团 招生困境，制约杂技团发展

两个小学员正在进行组合操练。

现年 47 岁的王峰是聊
城市杂技团副团长，他全家
三代从事杂技，王峰直言，
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杂技在经历着发展与变革，
老一辈杂技演员应担负起
传承的重任。

近年逐渐增多的涉外

文化交流机会，得以让聊城
杂技走上更广阔的国际舞
台，但也给本地杂技事业发
展提出更高要求，人才的积
聚，人才培养遇到的年龄断
层等问题也日渐凸显。

据了解，年纪小的演员
技巧可以，但经验不足，年龄

稍长的演员身体机能难以满
足长期涉外演出，因此剧团
中坚力量的年龄集中在 20
岁左右，外团得高薪聘请吸
引部分人才。另外，退役后杂
技演员去向成为一个更加现
实的问题。 (聊城市杂
技团王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份事业 老一辈应肩负起传承重任

小学员们正在练习基本功。

聊城是中国杂
技的发源地之一，也
是中国著名的杂技
艺术之乡，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距今已有 2 0 0 0
多年历史，是国家最
早认定的杂技发祥
地，故有“一阿两桥”
的美誉，其中的“一
阿”即是现在的聊城
东阿。

近年来，杂技这
项传统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受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生源、人
才培养的年龄断层，
退役演员去向等问
题日渐冲击着原本
光鲜夺目的舞台，未
来的路该如何去走？
近日，记者辗转东
阿、聊城等地，对聊
城杂技的发展进程、
所遇困境进行了走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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