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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与杂技结缘

童年记忆都是练功

连续多日的阴霾天气，让人们好似忘
记了太阳的模样，零星的几场小雨也没能
驱散雾霾的笼罩，可在济南市杂技团的排
练室里，演员们并未受此影响，仍热火朝天
地训练着，抖空竹、练倒立，丝毫不闲着。侯
阿曼在一旁专心地看着他们练习，看孩子
们的动作是否到位，也担心他们在训练中
会受伤。从9岁开始接触杂技，有训练的伤
痛也有获奖的喜悦，她一直钟情于此。

侯阿曼是地道的济南人，9岁之前的记
忆多停留在姥姥家的四合院里，那里有梧
桐树、香椿树，有姥姥泡洗衣服的大盆，还
有亲切的济南味儿。9岁那年，侯阿曼以较
好的先天条件被选入济南市杂技团学员
班，开始了与杂技为伴的生活。“最多的就
是练基本功，腰、腿、跟头、顶，每天从早晨5
点多练到晚上9点多。”侯阿曼说，自己从小
就很瘦，体弱多病，练杂技后，身体素质反
倒好起来了。

一周有六天要练功，重复的动作要领
枯燥又乏味，侯阿曼有时也会觉得好辛苦，
可看到父母、老师鼓励的眼神，她总会咬牙
继续练习。“日子是一天天地熬，征服一个
动作后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如练倒立，之前
能坚持10分钟，后来能坚持半小时，再到一
个小时，这种时候就会特别开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三年的刻苦
训练，侯阿曼练出了成绩，从最初参加市
级、省级的比赛，渐渐走向国家级的舞台和
国际舞台。1988年，她表演的《双层晃板》就
在全国“新苗杯”杂技比赛中荣获金奖，次
年，该节目代表国家参加摩纳哥第十四届
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并荣获享有国际
马戏杂技“奥林匹克”崇高地位的“金小丑”
奖银奖。站在舞台上，聚光灯和鲜花笼罩的
侯阿曼有些兴奋，她说那一刻特别有成就
感，尤其是十多个国家的演员同台竞技，自
己的国家胜出时，那种骄傲和自豪是无法
言说的。

扎实苦练基本功

演出遍布全世界

杂技是一项完美展现和挑战极限人类
肢体造型动作和技巧的表演，因训练周期
长、难度大、动作险而被世人称为“残酷”的
艺术。若想成为一名专业杂技演员，从进入
小学阶段就开始基本功系统训练，基本功
练扎实了，还要不断调整适应变化的身体
素质。从最初练习对手技巧、柔术，到后来
练习蹬板凳、钻筒、转碟、抖空竹等项目，侯
阿曼涉及的杂技技巧、技术有十多项，因为
长期练习，她的手腕、腰、颈椎都曾受过伤，
可在她看来，那都不叫事儿。扎实的基本功
和精湛的技艺让她在表演中得心应手，从
艺20多年来先后主演了《双层晃板》、《对手
技巧》、《叠椅倒立》、《钻筒》、《柔术》、《蹬板
凳》、《绸吊》等单项节目，并在《车技》、《转
碟》、《抖空竹》、《武术》、《狮子舞》等诸多集
体节目中担任主力。一张张荣誉证书诉说
着她的成绩，可她说“那都是过去式了，坐
在功劳簿上不努力肯定是不行的”。

侯阿曼有几本厚厚的相册，一张张照
片记录着她演出的足迹，1989年，侯阿曼随
团一起赴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巡演了十多
个月，身处异国他乡，只能通过书信排解
思乡之情。因为工作关系，她到过许多国
家和地区，曾先后代表国家和省、市党委、
政府出访了美国、加拿大、西班牙、韩国、
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
将精美的中国杂技艺术远播天下。“下乡、
进厂矿、进社区、下部队，这些都有我们的
足迹，可以说走遍了全国各地和世界各
国。”在别人看来，这都是精彩的旅行，可
在侯阿曼的心里，走到哪里都一样，最亲
的还是家。“都是带着任务出去的，要练
功、排练，要保持体力，我们都不敢耗费精
力去欣赏风景。”侯阿曼说，因为四处巡
演，也接触过很多世界顶级的马戏团，像
美国的玲玲马戏团、加拿大太阳马戏团
等，也会有知名马戏团向她伸出橄榄枝，
更高的待遇和更多的表演机会并没让她动
心，她始终觉得，自己从小接触表演的杂技
节目，是有着浓郁民族特色，代表中国的表
演艺术，根在中国，发展也在中国。作为一
名土生土长的杂技演员，担负着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艺术的责任和义务。再说，自己的
成绩和荣誉，都与国家和集体的教育、培养
分不开。

从演员到管理骨干

对杂技从不言弃

侯阿曼爱说爱笑，天生一副热心肠，在
练好自身基本功的同时，总是热心帮助同
团的演员。在当演员时，她便负责一支演员
小队、负责单项节目的排演，再到后来担任
演员队队长，担任济南市杂技团业务科科
长、团支部书记，直到现在担任济南市杂技
团副团长，从一名单一的演员渐渐成长为
业务建设和管理的骨干。如今，她熟知演员
队里的每一位成员，能叫上每个人的名字，
也知道每个人的业务专长，看着演员们刻
苦练功，她有时也会不忍，甚至动容落泪。

“当妈之后尤其看不得孩子受苦，团里有年
龄小的演员，看他们辛苦练
功有时就很心疼，
可我也知道，
吃 得 苦 中
苦 ，方 为
人上人，
这 是 他
们 必 经
的 阶
段 。”侯
阿 曼 说 ，
自 己 带 学
生时，坚持边
演边带，这样以身
作则会更有说服力，“光
单纯地说，学生可能理解不到位，也不太具
有说服力。”

“现在的孩子个性较强，教导起来更要
讲方法，以鼓励为主。”侯阿曼说，目前团里
的学员基本都是吃住练都在团里，离家较
近的孩子可以周末回家，离家远的孩子回
家次数就少，为了不让孩子们感到孤单，她
们经常会利用训练之余的时间组织孩子们
到附近游玩，“或去附近的英雄山转转，培
养爱国情操，或是到游乐场让他们放松身
心，经常会有活动。”

杂技表演的现场，台下的观众都怀着
一颗好奇的心等着看更多精彩的表现和刺
激的动作，可每场展演，侯阿曼都是提心吊
胆，刚开始练高空项目时，她总会紧张，每
次上台都要把胃里的东西吐干净才能上
场。如今，她又开始担心演员们的安全，生
怕一个动作没到位发生危险。“别人看到的
都是精彩，我看到的都是危险，一场表演下
来，演员们每完成一个高难技术动作，我的
心就会放下一点，只有等全部表演结束，心
才会放到肚子里。”侯阿曼说，杂技是项技
术活儿，平时训练过程免不了受伤，现在每
次接到电话，她总担心会听到孩子们受伤
的消息，“只有听到没人受伤的时候才能放
心。”

坚守在业务一线

在传承中发展创新

杂技是我国一项传统艺术形式，如何
让这门艺术在传承中发展、创新也是侯阿
曼一直研究的课题。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
她对艺术追求精益求精，先后对诸多节目
如《钻筒》、《柔术》、《空竹》等进行表演上的
大胆改良和创新，让这些优秀传统节目舞
台呈现更加靓丽、时尚和多彩。2006年和
2007年，剧团为应对国内外演出市场，先后
创作排演了大型杂技晚会《泉城写意》和京
剧意象杂技剧《粉墨》，《粉墨·红色记忆》，侯
阿曼在剧中承担了编排和主演等多项任
务。

《魔幻地带》和《青
春·追逐》是济南
市杂技团的两个
自编自导自演的
优秀剧目，创作
过程中，侯阿
曼带领业务编
导人员，在没
有外邀人员
的情况下，
完 成 了 剧
目的整体构

思策划，单元节目遴选，服装、音乐选配，道
具及灯光舞美设计等多项工作，还参与了
具体节目的指导和排练。

“《粉墨》系列剧目是以京剧为蓝本包
装创作的，让京剧和杂技相融合，更好地表
现内容。”侯阿曼说，杂技在很多艺术形态，
诸如京剧、芭蕾、舞蹈、武术等中都可以提
供技术支持，如何让杂技更好地在传承中
发展、创新是她一直努力的方向。

如今，国外的马戏团、杂技等发展态势
较好，国内的杂技发展也受到冲击，有时看
到我国的抖空竹等传统优势项目被国外的
演员演绎、创新得更好，侯阿曼总会觉得心
疼。“一般人提到杂技，都会觉得很苦，真正
了解杂技这门艺术的人还很少，我希望通
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人了解、喜欢杂
技。”

虽然已经走向管理岗位，侯阿曼依然
没有脱离业务一线，青年学员和演员进入
剧团了，她就担当起传、帮、带的领导责任，
因人制宜地制定发展规划；新剧目要排演
了，她也冲在前面，尽己之力；虽然艺龄
偏大，可她一直坚持训练基本功和节
目，坚持在一线舞台演出。“练了那么多
年，总觉得现在放下有点可惜，只要还
能练，我就会坚持。”说到杂技，侯阿曼的
眼睛里时时流露出感染到身边每一个人
的幸福目光，眼神里充满酷爱、自信和
坚定。

要坚持练习基本功，要分担
新剧目的排演，要关心演员们的
训练、演出情况，还要做好团里的
日常管理工作……侯阿曼每天的
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可因为热爱，
她从不抱怨苦和累。

每天6点多起床后，侯阿曼习
惯性地打开团里的远程监控系
统，看看演员们的晨练情况，演员
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
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工作上，
实在没空管孩子时，她就带着五
岁多的女儿一起到团里，耳濡目
染下，女儿下腰、劈叉等样样全
能。“平时闲着的时间也比较少，
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尽量陪孩子，
我也挺喜欢唱歌的。”侯阿曼说。

侯阿曼也喜欢和朋友们小
聚，“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特长，和
朋友们相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儿，能学到很多，也有利于反思自
己。”侯阿曼的待人原则只有一
个，那便是真诚！“忙里偷闲地把
日子过精彩呗。”说到这里，她又
笑了起来，乐观向上的她总能感
染身边的人。

相关链接

忙里偷闲

把日子过精彩

说到杂技，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刺激的动作和精彩的表演，还有杂技演员台下练功的艰辛，而在
济南市杂技团副团长侯阿曼看来，杂技，却是她这一生的追求。

9岁那年与杂技邂逅，成就了她此生与杂技为伴的生活。台下的艰辛训练、台上的光鲜耀眼在她看来都
不叫事儿。她始终坚守在业务一线，她想尽己所能让杂技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她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杂
技、喜欢杂技。看到学员练功，她会心疼他们，却不忘经常激励他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济南市杂技团侯阿曼：

杂杂技技，，便便是是一一生生之之追追求求

本报记者 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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