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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倾听
运河之美

我思

《《醒狮传奇醒狮传奇》：》：杂技技艺的丰富想象杂技技艺的丰富想象
申 莉

想象力丰富对于创作而言无疑是
绝对的褒义词。在艺术表达上的想象
力，通常需要创作者对艺术和生活本
身具备细致、深刻、独到的洞见。杂
技技艺的根基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但
是其高难奇险美等特点却是区分专业
和常规的标准。也正是基于此，杂技
往往在超脱现实生活的神话类题材的
剧目创作方面，具有更大的想象力发
挥空间。沧州杂技团制作的杂技剧
《醒狮传奇》，就是这样一场对杂技技
艺的丰富想象。

杂技剧《醒狮传奇》取材于沧州
当地“镇海吼”的民间传说，结合杂
技艺术进一步解构和重塑，讲述了沧
州沿海渔民为了守护百姓的福祉，不
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用血肉之躯和不
屈的精神，重塑狮魂，唤醒睡狮，最
终战胜以恶龙为代表的邪恶力量的故
事。

沧州因历史悠久和著名的“镇海
吼”被誉为“狮城”，而狮子的雄壮形
象也恰恰代表了沧州地区尚武豪爽的社
情民风。该剧的创作者们从“狮城”这

一地域文化符号和杂技“舞狮”这一杂
技艺术元素之间，采撷到了宝贵的关联
灵感。从题材方面为这部作品奠定了

“狮”的基因，并以“杂技技艺”为展
开具体想象创作的艺术要素，伴随情
节的展开不断丰富与变化。

若非经过长期专业的训练，常人
对杂技技艺的操控是难以达到应用自
如的水平，但这个特点恰恰给了杂技
在塑造具有超能力的神话角色方面的
想象空间。威亚、魔术、柔术等普通
人在现实中几乎不会经历的专业技
艺，被想象和应用到剧情之中的仙人
飞升空中的步步生莲、女巫的魔法操
控事物，以及水族小女巫的飘逸婀娜
等人物特点展示方面，却能够使剧情
得到更加生动和符合观众想象思维的
展现。

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大量丰富
的杂技技艺被分布到了不同的情节和
场景中去。例如：用双人技巧动作和
双人滚环等，来表现剧中男女主人公
沧生和金莲之间的爱情，是主创团队
用想象力将这类节目技巧的缠绵与飘

逸发挥到了剧情之中。
这部剧在场景渲染方面的杂技想

象力可谓是丰富且生动的。用网吊技
艺展现渔女们的日常作业，用立绳技
巧展现渔夫们在渔船缆绳上的作业，
用小渔船装饰的两轮平衡车来表现渔
夫们驾驭船只在海上航行，均是合乎
情理的生动想象。

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醒狮》 一幕中最后镇海吼的“重
生”。采用了超越一般意义的“本体”
满血复活的套路，化整为零地使用了
一堆小狮子和他们的武器——杂技道
具“流星”进行最后的决胜之战。这
样的设置既合乎将镇海吼守护精神传
承和发扬的情节逻辑，又超越了一般
意义上观众的心里预判。《蹬人流
星》这个沧州杂技团的创新节目，也
在这样充满想象力的编排中被赋予灵
动的灵魂。

狮子在中国古代因数量稀少而被
视为祥兽，后随着佛教和社会文化的
发展，狮子因其雄壮和力量等特点被
赋予了辟邪护法、守护等吉祥寓意。

《醒狮传奇》的创作者们抓住了狮文
化中这些特点，将这些狮文化中的精
神通过想象力发挥到剧情中去：作品
以“狮”作为高度浓缩的艺术形象，
它不仅代表着沧州铁狮，更象征着中
华民族是一头觉醒的“雄狮”，尽管
饱经磨难，但仍不堕斗志、顽强拼
搏。作品展现着燕赵儿女英雄壮志的
铮铮铁骨，歌颂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
的伟大民族精神。《醒狮传奇》力求
突破传统杂技作品追求惊险刺激的感
官审美局限，深入挖掘和展现作品的
精神内涵。

《醒狮传奇》虽然在时间异常紧
张的情况下展开创作和制作，但仍紧
紧把握住了杂技艺术的规律，并通过
丰富的想象力使剧情得到了较好的展
现。其中细节仍需在现有的基础上进
一步打磨提升，例如平衡车的应用，
如果在想象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
杂技技艺的研发，从而成就一个新的
技艺作品，那么这部剧的想象力之于
杂技技艺的发展将会有深度积极作
用。

汉诗

传奇

牌坊过梁牌坊过梁
刘耐岗

很多 40 岁往上的人都记
得，在吴桥境内有一块三米
长、一米见方的条石，就斜放
在运河桥头东边，两侧刻满了
拿茅的兵、骑马的将。奇怪的
是，一个个的都没了脑袋。有
知道的，说这都是“文革”时
候红卫兵们破四旧挨个儿拿斧
子砍的，但这块石头具体从哪
里来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终于有一天，早先在运河
拉过纤的王师傅站出来，说他
明白这里边的事。我们几个坐
在河边的小树林里，听王师傅
讲起故事来。

说运河西边的景县有座景
州塔，塔下边曾经有户老财
主，金银财宝多得数不清，光
良田就有千余亩。老财主那个
自在啊，见天抱着水烟袋，端
着泥鳅杯，坐在地头的凉棚里
瞅着长工们给他干活。两个老
婆不愿意去的时候，就闷在屋
里边跟她们数元宝，从箱子里
倒出来，擦擦，再一块块搁进
去。老财主已经六十挂零了，
还想再娶一个老婆，大老婆不
愿意，他仗着财大气粗，就把
大老婆赶了出去。

这一天，管家来给他报
告，说塔根底下来了一个小娘
儿们，哭得梨花带雨那叫好
看。老财主赶紧出门去看，那
姑娘背后插了个草把，哭哭啼
啼的，说自己的爹爹死了，没
钱下葬，哪位行好给施舍几个
碎银子吧。

老财主满眼放光，拽起姑
娘就走：“姑娘你跟我去吧，你
的吃喝我也管了。”

老财主指挥一帮人，就这
样把姑娘掳到他三出三进的庄
园里。姑娘死活不从，老财主
就把她关进了西边的柴屋里。
夜里，明明锁好的门忽然开
了，进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
娘，把姑娘叫醒了，只见她从
手腕上摘下一只镯子，对姑娘
说：“给你这个，出去后换些
钱！”

第二天一大早，老财主打
开房门一瞅，呦嗬，姑娘自己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脸上还
挂着笑。老财主高兴极了，马
上张灯结彩，办了婚事。结婚
后，新娘子把老财主哄得滴溜
乱转，老财主对她是要星星不
敢摘月亮。新娘子对身边的使
唤丫头、仆人、长工们很好，
天天散钱给他们。开始财主不
知道，后来跟财主穿一条裤子
的管家、打手什么的跟他耳边
吹风，让他管着新娘子点儿，
说她是个败家子。

正好这时候财主家牌楼倒
了，新娘子专门请来一位道
人，说要赶紧修一个更气派
的，才能挡住灾祸。牌楼用的
是德州船运来的三块青色条
石，每块石头两面都刻了燕王
扫北时的场面。树牌坊的时
候，新娘子特意请那些财主贴
心的喽啰们站在一旁。头一回
没树好，砸死了仨，第二回又
没树好，砸死了俩。

老财主这个憋气，又请
了一个道人来看，那道人来
了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说
施主啊，您家招邪啦，新娘
子是个狐狸精！刚说完这句
话，只见一阵大风刮起来，
明明很亮的天，一会儿就成
了黑锅底。

老财主“妈呀”一声钻到
八仙桌底下，道士赶紧抽出三
尺宝剑护法。耳边听得叮当乱
响，道士跟狐狸精从屋里打
到院里，道士最后祭起一个
宝葫芦，把狐狸精的宝剑收
了去。丢了宝剑的狐狸精挨
了道士一剑，捂着肩膀飞走
了。再看院子里，所有的树
都倒了，就连牌楼上刻的人呀
马的，都被削了脑袋，石头上
还沾了不知道是狐狸精的还是
道士的血迹。

老财主十分后怕，再没有
讨小老婆。但这事还没完，后
来皇帝出巡到景县，听说祖宗
的脑袋都被砍了，龙颜大怒，
把老财主判了斩立决。皇帝还
下令把牌楼毁了，可不知怎么
的，牌楼的过梁却躲过了一
难，最后流落到运河的桥头东
边。

汉诗

少年少年（外一首）

祝相宽

人间

流河驿与外国使者流河驿与外国使者
郭学青

青县，作为中原文化的边境
之地，颇有地标意义。

一个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
任奉翊大夫、签书密直司事，于
洪武二十二年 （1389） 六月，奉
恭让王之命出使明朝。他一路南
下，详细记下了自己的行程：“逾
鸭绿江，渡辽河，以北抵于燕，
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
墟 ， 溯 江 汉 以 达 于 京 师 （南
京）。”“浮河”即是大运河。权近
这次所写五律《过流河驿》，收录
于《阳村集》。

诗中提到“陲人”，即边陲之
人。青县，唐代为芦台军，宋初为
乾宁军，都属军事编制，长期为金
辽边境。交通险阻，经济文化相对
落后，以至施耐庵在写《水浒传》
时，将其设定为荒僻的代名词。直
到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
漕运繁荣，这里才逐渐繁华起来。
沿运河途经青县的官员也多起来，
其中更有几位外国使臣。权近是有
文字记载的最早途经青县的外国使
臣。

公元 1539 年 （日天文八年、
明嘉靖十八年），青县迎来了日本
僧人策彦周良，他作为遣明副使进
贡明朝。8年后，又被任命为遣明
正使再度出使中国。回国之后，他
将这两次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
来，分别叫作《策彦和尚初渡集》
《策彦和尚再渡集》。后二者合一，
名《入明记》。由于《入明记》对
沿途各地的寺庙古迹、风土人情，
乃至官员交往、商品贸易无不涉
笔，语言翔实简率，故在中日交流
史的载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策彦周良分别于 1540 年 2 月和
1549年2月往返青县，亦宿于流河
驿，天气、风向、行驶状况均有详
细描写，尤以参观“三清殿”着墨

最多：“二日，立夏。辰刻，开
船。午前，着乾宁驿。正午，同钧
云、江云上岸，游勅建三官庙。
正殿竖颜‘三清殿’三个大字，
周回之堞琉璃色，中有三殿，共
琉璃瓦。两庑壁间之彩画颇极丽
美，盖此所弘治天子皇后之乡里
也，以故立此道士观。有石碑，
弘治十四年立，云云。归便慈眼
迎候，遂同钧云过慈眼船，设小
饭，田乐，举杯者三。未刻，鸣
鼓开船。晡后，着流河驿。顺
风，帆戮如飞。” 这位博学多
才、通晓汉文、两度入明、在中
国逗留 5 年有余的日本人，与当
时明朝文人广泛交游。明嘉靖状
元、翰林院修撰姚涞曾经评论策
彦周良说：“读其文，有班马之余
风也；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
也。”班马指汉代班固、司马迁，
二唐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可
见，中华文化对其影响之深。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
遣使臣，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携
带贡品前往中国求通贸易，于第
二年到达北京，时值清顺治十三
年。他的记录颇有意思：“七月四
日，我们顺利到达小城青县。该
城距兴济镇一百二十里，位于运
河左岸。运河在此处连接黄河的
一道支流，水面显得非常开阔。
靠近河岸的地方有一座式样古朴
的宝塔，但由于缺乏保养，显得
颓败。看来这里的异教徒对他们
偶像的虔诚，尚不及他们南方同
胞的一半。整个地区的庙宇都因
此付出代价，大多数庙宇都损坏
得一塌糊涂，有些偶像孤零零地
散立各处，裸露在蓝天下；有些
偶像被中国人出于怜悯地用张草
席盖在身上；有些偶像干脆戴着
草帽在那里斜眼窥视，一脸的无

可奈何。”
明清两代海禁频繁，所以能

深入内陆的外国人多为官方使
臣。唯一一位路过青县不是官员
的外国人叫崔溥，朝鲜人。是因
为奔丧途中遭遇暴风，从朝鲜济
州岛意外地被吹到了我国浙江沿
海。当时明政府确认了他友好邻
邦的身份之后，派人遣送回国。
崔溥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再
由北京经陆路返回朝鲜，他将行
程中的所见所闻随手记录，写成
了著名游记《漂海录》。崔溥经过
青县的时间是弘治元年 （1488）
三月二十二日，他记之曰：“晓过
安都塞口铺、清水王家口铺，至
乾 宁 驿 。 兴 济 县 之 治 在 驿 之
后。……过左卫铺、柳巷口铺、
三圣祠、盘古庙、高士岗，至芦
台旧城。城北接青县之治，俱在
河之西北岸。县前通真、保定、
淲沲三河所会，故谓之三汊。又
过钟楼阁、社稷坛、峭帆亭、中
州集，至河间府地方。府城在河
之北七八里许，又至流河驿，日
已昏暮。过流河铺，夜二更，至
夏官屯。”

从外国人的记述中看出，他
们最感兴趣的是当地的风土人
情、民间故事、宗教信仰，这些
都能反映出一个地方、一个民族
甚至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乃至国
运走向。而几个人都曾宿于一
个地方——流河驿。这是明永乐
二年 （1404） 设置于运河西岸的
一个驿站，在青县东北 15 公里
的流河镇，极冲 （驿站依其所处
重要程度，分为极冲、次冲、稍
冲、僻递四种，其所配置的马和
夫役数目以极冲最多，以下各冲
依次递减），可见是个很重要的
驿站。

那时，我坐在河沿上发呆
河水在河道里拥挤着奔跑
那时，我痴痴地猜想
远方，究竟有多远多美
流水执拗，一浪追着一浪

我看着它们奔涌而来
借着风和阳光
不声不响地运走满河的金子
只是从来不肯放手
抱在怀里的那枚月亮

还有逆流而上的船队
纤夫的腰比河湾更弯
当最后的船只从夕阳下消失
当炊烟笼罩了身后的村庄
我还呆呆地坐在河沿上

那时，我还是一个背筐打草的少年
却常常生出莫名的忧伤
为一去不复返的水
为被它带走的帆影、落叶、牵挂
以及浩浩荡荡的少年的时光

上马下马

一条河湾两个村
才“上马”，又“下马”

上马与下马之间
本可以容下一首豪迈的边塞诗

容下一杯葡萄美酒
十万里风霜和梦里的鲜花

谁在此建造了一座兵营
成就了一段“马厂誓师”的佳话

我追着花香，以风为马
沿运河大堤匆匆而来

两个村太亲太近
一滩秋色，不容我驻足

才上马，又下马
别怪我走马观花

一条人工河蜿蜒成飘带
从南到北
贯穿多少欣喜与无奈
她的胸怀里满是期冀
长江的水装得下
黄河的水装得下
那昔日的码头、渡口
仅存一块石头一个基座一块木板
也见证着这份岁月沧桑

大运河畔又长出了经年的花草
一左一右的绿色长廊
就像两只扇动着的翅膀
护佑这条飘带生生不息
那是风吹，那是花开
那是春的莅临
那是运河的未来与归宿啊

运河的梦

就这样，运河
把一河的水收起来
半个世纪的沧桑
在这里作结

运河，何曾不想
载起一河的舟
将大地的心跳
一同，由南向北
漂流

如今，桃花的三月
运河与长江、黄河联姻
我看到，水清鱼肥的季节
又萦荡起芳香的气息

这是运河的梦啊
此刻，酣甜的姿容里
又满含了笑靥

运河飘带运河飘带
（外一首）

金培瑞

荀慧生（油画） 张顺利 作 划过斜阳（版画） 马良芬 作

1

榆树高高 在江边的土崖上
我需要仰首
才能看到那高高的树梢

已经是冬天了 远方的嘱咐犹如今天
的阳光

温软的小手抚摩着我微凉的面颊
又像柔柔的低声朗诵
暖了诗人的心潮

喜鹊在我的头顶徘徊
高高的榆树上 喜鹊窝向着天空开放
你辛苦的花朵就是路程
就是生命的歌声
就是福音
那么美好

2

雪白的鸭子们在浅浅的近水里聚会
软软的潮湿的滩涂上
苦苦菜顽强地墨绿着
干枯的苞米桔成排伫立
如同旗杆
等待号角

大风降温的消息频频传来
天凉了 多穿些衣服
——亲人的叮咛犹如今天的阳光
犹如耳畔温馨的歌谣

3

古运河边的土崖上 榆树高高
喜鹊窝就开放在榆树的枝丫
喜鹊叽叽喳喳地谈情说爱
然后我分明看到她们
漂亮地栖落在
缤纷的树梢

冬日运河冬日运河
余 畅

汉诗


