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骑在在独独轮轮车车上上的的梦梦想想
巨野26岁小伙不断创新独轮车骑上央视舞台，他想靠独轮绝技申报吉尼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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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街串巷表演独轮杂技到走上央视舞台，巨野县大义镇宋楼村的26岁杂技男
孩王领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汗水和努力，走红后的他演出档期已经排到今年10月
份，他说，今年想成立自己的杂技团，更想靠独轮绝技申报吉尼斯记录。

王领学杂技的第10年，母
亲突燃患肺癌住院，心急如焚
的王领辞掉杂技团的工作回
家专心照顾母亲，“看病花光
了我全部积蓄，但是最终母亲
还是撒手人寰，办完丧事后我
身上只剩下100元，我就拿着
这些钱再次外出从艺。”

为了让自己的杂技更有
看点，重新回到杂技团的王
领在表演之余，常找当地的
车床师傅交流想法改造自己
的独轮车，经过半年的努力，
一辆车轮只有一元硬币大小
的独轮车被制造了出来，“独
轮车的表演大多雷同所以很

难吸引观众的兴趣，这辆独
轮车第一次亮相就赢了满堂
彩。”

随后，王领不断尝试对独
轮车进行新的改造，紧接着，
他根据滑轮原理发明创造的
全球唯一的3米高闪电式独轮
车也成功。王领的独轮车表演

在杂技圈里越来越有名气。
2014年，王领应邀参加齐

鲁电视台的《好运连连到》节
目，当年年底，他又登上了中
央电视台3套综艺节目《黄金
100秒》的舞台，新颖的独轮杂
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独树一帜改造独轮车 新颖杂技将他带上更大舞台

成名后的王领被很多单
位和团体邀请表演独门绝技。
日前，记者在菏泽炫乐城附近
的二人转剧场见到王领，他坦
言，目前档期已经排到10月。

“上了电视后也有人慕名
拜师的，对于想学艺的人我很
欢迎，艺多不压身，只要你喜
欢杂技我就会手把手认真
教。”王领说，杂技也是项文

化，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自己
的杂技可练，下一步准备成立
自己的杂技表演团队，欢迎同
样喜欢杂技的人加入。

王领告诉记者，他现在已

经收到《中国吉尼斯之夜》栏
目的邀请，在今后的时间里，
会重点改造独轮车，增加表演
内容，争取在吉尼斯上留下自
己的名字。

成名后档期已排到今年10月 想靠独轮绝技申报吉尼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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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领在表演独轮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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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红盾情爱心委员会发
起的每次爱心活动上，菏泽著名
书画家杜庆领和书法家曹中华
都会前来助阵，掷笔挽袖，现场
挥毫泼墨。多年来他们无偿为各
类社会公益事业服务，赢得了社
会各界赞扬。

今年56岁的杜庆领对于国
画可谓是个痴人。据他所说，他
热爱书画的年头起码有40多年
了，“上小学时就痴迷书画，一天
不画就难受，没想到竟画了一辈

子。”杜庆领回忆说，毕业后先后
在美术厂和文化馆学艺，之后又
考到淄博美院进修，“即使在进
入印刷厂工作期间仍没丢弃国
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杜庆领的作品多以牡丹、
梅兰竹菊、荷花等为题，近年来
作品被越来越多人喜爱，多次
在省内外展出。他和搭档菏泽
著名书法家曹中华相识是在
2 0 1 4年参加的一次纪念馆活
动，两人一见如故，“无德不成
艺，聊天发现我们的想法一样，
怀着同样的公益追求和慈善情
怀，话很投机。”

此时，曹中华已经是红盾情
爱心组织的一员，连续多年参加
义务公益活动。受曹中华邀请，
杜庆领也加入了红盾情爱心委
员会，成为一名义工。此后，两人
常常一同参加慈善活动。

提及印象比较深刻的公益
活动，两人都想起2014年11月20
日和“红盾情”爱心团队来到菏
泽荧星文化学校看望“孤困班”
的孩子。曹中华和杜庆领专为本
次活动创作了书画作品《德耀中
华》《幸福家园》，并现场书写了

《荧屏骄子星耀中华》、《高风亮
节》等多幅书画作品。

“走的时候，一些孩子抱着
不让走，连问什么时候再来，希
望教他们写毛笔字。”曹中华说，
这些天真烂漫的笑颜印在了他
的心里。

“参加公益活动也让我得到
升华，记得有次去菏泽市特教中
心做公益，几天后有名老师打电
话来问我能否教特教中心里的
一个孩子国画，我当时毫不犹豫
就答应了，孩子什么时候来学，
我腾出所有时间来教。”杜庆领
说。

“力身之前先立德，无德不
成艺。”谈及是什么力量推动他

们在慈善公益这条路上践行不
辍，这两位搭档默契地说，做公
益是件很开心的事，慈善实践可
以提升自己的人文境界，希望作
品能带给更多人温暖。

在市慈善总会阳光分会
2014年工作终结表彰会上，两人
均被评为公益书画先进个人。菏
泽市牡丹区关工委“红盾情”爱
心委员会主任侯玉林表示，杜庆
领和曹中华常无偿为各类社会
公益事业服务，参加募捐、拍卖
等活动，带头捐款捐作。“这个荣
誉也是对他们德艺双馨的肯
定。”

无无德德不不成成艺艺 慈慈善善路路上上践践行行不不辍辍
菏泽书画家杜庆领和曹中华两搭档妙手丹青为公益

王领出生在巨野
县大义镇宋楼村一个
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

贫寒的他从13岁开始学习杂
技，“13岁时经人介绍拜到邻
村一个杂技师父门下，当时觉
得演杂技能赚钱也没考虑太
多。”王领说。

正式拜师后，王领就搬
到了师父住处学艺，没有任
何杂技根底的他每天没学压
腿、开胯等基本功就开始学

独轮车，崴伤脚、大腿被车轮
磨破的现象时常发生，“从没
想到这个选择让自己吃了那
么多苦。”王领说。功夫不负
有心人，很快王领就能熟练
驾驭独轮车。

“当时年龄小很想家，学会
骑独轮车后，我经常骑着独轮
车走二十里地回家看看，现在
想想，这也是我努力学独轮车
的一个原因。”王领说，拜师第
一年底就被师父介绍到浙江一

个杂技团表演，“到地方后才发
现跟的并不是一个正规杂技
团，除了演出之外，吃、住、行全
在一个老式的货车上，再加上
表演的道具，整个车厢塞得满
满的，半年后杂技团发展不好
解散，我只领到了800元钱。”王
领说，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相继
跟过十几个杂技团。

“这13年里只有3个年是
在家过的，去过浙江、湖北、四
川、西藏很多省市，吃的苦受

的罪更不必说，但是杂技表演
仍不太受重视，收入也少的可
怜。”王领回忆说，漂泊不定的
生活让家人很担心，经常劝他
放弃杂技外出打工，他自己也
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选错行
了。但出于对杂技的热爱，王
领坚持了下来，在接下来的
几年间，他不但补上了跟斗、
开胯等练杂技的基本功，还
学会了爬杆、顶盘、空中飞人
等绝活。

13岁学艺开始跑江湖 13年只有三个春节在家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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